
地区之间贫富不均的问题，一方面，要

依靠贫困地区自身艰苦奋斗，另一方

面，还要通过财政等杠杆进行调节。
财政调节可以分为纵向调节和横

向调节。纵向调节主要体现在上级财

政对下级财政的支持、倾斜上。要建立

规范的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加快

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在确立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时，要充分

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内部的

欠发达地区的一些主要因素，比如人口

密度、可耕地面积、交通等等，并适当给

予倾斜。横向调节则表现为地区之间

的“富帮穷”，即由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欠

发达地区。据悉，福建省财政厅早在几

年前就采取了穷富结对、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的举措，主动充当“红娘”，把财

政收入逾亿元的 9 个县、市和 9 个财政

收入不足 2 000 万元的穷县、市结成对

子，在资源、资金、项目等方面开展全方

位、多层次的对口协作，以达到共同发

展、共同富裕的目的。与此同时，省财

政厅还为结对子的县、市制定了挂钩协

作的种种办法和优惠政策。

三、要解决支出规模大、结构不合

理的问题

当前，在一些地方，财政支出规模

过大、供养人员过多，支出结构不合理

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地解决。如果

长期下去，即使财政再充裕，可支配的

财力再多，也难以建立稳固、平衡的国

家财政。当然，缩小支出规模，调整支

出结构是一篇大文章，关键要把握四

点：一是界定财政供给范围，压缩供养

人员。目前，很多地方的财政供养人员

都过于庞大，而且越是穷的地方，财政

供养人员的比例越高。“食之者众，生

之者寡”的结果，势必会导致成愈来愈

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各地在财政供养

人员上要猛砍一刀。二是要重新规范

和界定支出范围，由多年一贯制的“基

数法”向较为客观、科学的“因素法”转

轨，并逐步实行彻底的“零基预算”。三

是要根据轻重缓急的原则，集中财力优

先安排财政支出的重点，不要再“撒胡

椒面”。四是要处理好“吃饭”与“建设”

的关系，要真正做到“一要吃饭，二要建

设”，避免“只管吃饭，不管建设”。

四、要解决社会保障滞后的问题

从目前改革现状和趋势来看，我国

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成了建立稳

固、平衡的国家财政的一大障碍。
我国的社会保障现状并不令人乐

观：一是国家和企业包揽过多，既包不

好，也包不了，结果使财政和企业不堪

重负。二是社会保障体制不协调。当

前参与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部门过多，

结果在筹资办法、政策规定等方面缺乏

统一的规定，政出多门，以至部门、单位

之间相互扯皮、相互掣肘的现象时有发

生。三是在社会保障理念上存在重城

轻乡的倾向。国家对城镇职工的社会

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

项目加起来，已在 GDP 中占有相当的

比重。而对占全国总人口 80% 的农业

人口，仅局限于救灾救济、优抚安置等

方面。他们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

只能依靠家庭自身。这是有失公允的，

也不符合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四是

社会保障基金缺乏强制性，使筹资失去

约束力。
社会保障是稳定社会的“安全阀”

和“减震器”，对于建立稳固、平衡的国

家财政关系极大，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改变社会保

障滞后的局面。为此，一要建立适当集

中、统一协调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由

专司社会保障职能的机构执行统一政

策、法规和协调职能；二要建立社会保

障预算，对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统一管

理；三要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适时

开征社会保障税，为社会保障基金提供

可靠、稳固的来源；四是逐步扩大社会

保障的履盖面，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五是加快社会保障立法，为社会保障体

系的建立提供完备的法律。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樊市财政局）

财苑风貌 栏目主持：张 沁

赤胆护农税
   青春放异彩
——记贵州省铜仁市六龙山乡
财政所副所长龙绪刚

宋喜成

在贵州省铜仁市边远、闭塞的六龙

山乡，有一位年轻的财税干部长年累月

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为农税工作不辞

辛劳地奔忙着，他就是铜仁市六龙山乡

财政所副所长龙绪刚。

舍小家  为“大家”

六龙山乡是铜仁市一个出了名的

穷地方，曾有民谚形容道：“有女莫嫁六

龙山，三棒包谷当一餐，三根竹杆做灯

盏，三个树根作被单，抬起轿子猴子看，

吹起锁呐应岩山。”现在是一个仅有面

积 96 平方公里，人口 4 130 人，至今还

不通公路的小乡。而该乡海拔近千米

的红旗湾是六龙山乡最偏远、最重要的

一个农业特产税查验征收点，是六龙山

10 万亩淡竹外销的唯一出境口。从这

里上缴的农业特产税收入要占全乡财

政总收入的 30% 以 上，因此，能否管好

红旗湾征收点对全乡财政任务的完成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88 年 4 月，通

过公开考试，龙绪刚成为一名财政农税

助征员。在农村长大，从苦日子中熬过

来的龙绪刚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十分珍惜。他一上任后就长期护守着

红旗湾这个“要塞”，一守就是 9 个年

头。
龙绪刚第一次来到红旗湾，这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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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住房、没有自来水，连一个最起码的

办公桌椅都没有，条件极为艰苦。这一

切没有吓倒他，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父亲

是六龙山乡乡长而要求照顾，反而促使

他去用自己的双手开始艰苦的创业之

路。他时时告诫自己：“党和人民把我

安排在这里，是要我干好工作，而不是

来图享受的。”他坚信别人办不到的事

自己一定能办到。没有住房和办公桌

椅，他就到林业检查站租用；没有自来

水他就跑到 1公里多路的山脚去挑水；

没有电视他就以书为伴……这种困境

一直持续了 7 个春秋。1995 年，在省、

地、市财政部门的关怀帮助下，财政所

才在工商所的楼上修了两个通间，从这

时起龙绪刚才算有了自己的“窝”。

为了工作，龙绪刚把刚满 1 岁的

儿子托交二妹照看，把责任田压在了身

体瘦弱的妻子肩上。1996 年 8月，从远

离 30多公里外的家中几次传来不好的

消息，说他家中的庄稼受了虫灾，而他

妻子又生病了，催他回家一次。接到这

个口信，龙绪刚犹豫了。从内心讲，他

应该回去，因为自从来到红旗湾，平常

每月只回家 1 至 2 次，一旦忙起来，几

个月都难得回家一次。这次他真想斯

守在妻子身边，好好尽尽做丈夫的职

责。但当时正处于竹子销售旺季，如果

不把好关，税收就要流失。一想到这

里，他毅然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又投入

了紧张的查验征收工作。而望眼欲穿

的妻子见他没有回家，只好自己拖着病

体，背上喷雾器到田间杀病虫去了。等

龙绪刚把工作忙完之后，回家看到妻子

卧床不起，守候在床边的儿子因很少见

面而陌生躲闪时，不知怎的，泪水第一

次像断了线的珠子从龙绪刚脸上掉了

下来……。

龙绪刚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节假

日，也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寒冬酷暑。
1991年深冬的一天，龙绪刚正在开会，

有人带信来说，下午有两车竹子外运，

但恰好没有税票了。心中只有事业的

龙绪刚立即向老所长请了假，直奔市财

政局。办理好农业特产税票证手续后，

已是下午五点钟了，这时已没有回红旗

湾的车子了，局里的同志劝他不要走

了，但他一心想到那两车竹子，如果不

赶回去，车主就得多耽误一天。他便到

市场上租了一辆两轮摩托车，请车主送

他上红旗湾。由于赶车心急，不幸车子

在途中翻了，他被摔出了 2 米多远，头

部受到强烈震荡，身上也多处受伤，但

他强忍着剧痛请求驾驶员继续赶路，可

是还未上车就昏了过去。在医院里，医

生劝龙绪刚住院治疗，但他却说：“我个

人的一点痛算不了什么，国家的税收流

失事大。”龙绪刚硬是一拐一拐地翻越

20多公里山路回到了红旗湾，时间已是

深夜 2点。
龙绪刚还利用空余时间走遍了六

龙山的山山水水，对全乡财源情况进行

了调查，摸清了全乡财源规模、布局、现

状，向乡政府提出了因地制宜发展财源

规划：对 10 万亩淡竹采取“宏观控制、

计划采伐”，确保本地生态平衡和支柱

税源，以利发挥长期效益；对近年发现

的贮量大、含量高的硫铁矿、金矿、硅矿

资源以及奇洞异境等丰富的旅游资源，

拟在修通公路的前提下，采取“招商引

资，联合开发”措施，努力培植新的财源

增长点。
1990 年初，为了克服人手少的困

难，龙绪刚主动向林业、工商、税务驻红

旗湾征收点的同志建议，采取轮流值

班、综合治税的办法，即将一站三所人

员编成两个组，一个组2个人，白天夜

晚轮流值班，而且规定：对外运的应税

产品实行“统一计价，统一开票，足额征

收，每日结算、互相监督”。事实证明，

这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
这样做既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又阻

止了各项税款的流失，同时对公平税

赋、改变各自为政的状况和依法征税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徇私情，依法治税

1996 年 8月 7 日，龙绪刚的岳父押

运的一辆满载着杂竹的汽车从甘溪坪

方向驶来，在税征点停下后，岳父下车

向龙绪刚解释说：“今天刚下过一场雨，

路太滑，车子在坡脚上不来，就请人帮

忙拖上来，花了 200 多元务工费，能不

能减让一点税？”他略思考后说：“您老

人家说的都是实情，但依法纳税是每个

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且税法面前人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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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您的损失不能用减税来弥补，我也没有这个权力，请您理解和支

持我。”岳父见女婿说得句句在理，就心悦诚服地照章交纳了 230 元

农业特产税。
不仅对岳父的税要收，在龙绪刚当出纳员的时候对自己亲生老

子的不合理开支他也要拒报。
1989年，当时乡政府财务由财政统管，龙绪刚兼任出纳。一天下

午，当六龙山乡乡长的父亲拿着一张就餐发票来要求报销，龙绪刚将

发票审核后，发现金额超过了用餐标准，坚持不报。龙绪刚拿着发票

主动去找被气走的父亲，并说：“财经纪律是国家规定的，用餐制度是

乡政府根据自身财力制定的，希望父亲不要带头开这个口子。”最后

乡长父亲只好向儿子认输，并用自己的工资冲抵了这张发票。
龙绪刚一方面为政府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处处以身作则。他每

次出差，住宿总是选最低的，吃饭总是选最便宜的。工作 9 年了，他

没有一个存折，身上常穿的是那套泛白而又整洁的农税制服，而在他

家中最值钱的要数那台老掉牙的 14 英寸黑白电视了。

舍身护国税

龙绪刚的老朋友黄龙灯几次向他行贿，想在他面前逃税，但从没

有得逞过。1994年 9月的一天，黄龙灯拉了 4 大车杂竹来到红旗湾，

为少交三车农业特产税，便塞给龙绪刚 300元钱，当即被龙绪刚推了

回去，并义正辞严地对他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该交的税还得

交。”黄龙灯第一次在朋友面前吃了闭门羹，只好乖乖地把税交了。
1995 年 9月 22 日黄龙灯又拉着一车竹子过红旗湾，龙绪刚依然出示

农税检查证，并说：“依法纳税，办证放行”。黄龙灯见他还是认法不

认人，跳下车来哄骗龙绪刚说：“你去开票，我来交税。”龙绪刚刚走到

办公室门口，黄龙灯就飞快地驾车逃跑，龙绪刚来不及思考，纵身从

2 米多高的坎子跳到马路上，紧追汽车，一 米、二米、三米……，直追

到 7 米的坡道处才赶上，并奋不顾身挡住汽车，双手死死地推住车子

的保险杆。勒令黄龙灯到办公室交税。气急败坏、早已心怀不满的

黄龙灯趁龙绪刚不注意时，突然将他按倒，抓住龙的头重重地向桌椅

撞去，并说：“谁叫你六亲不认？！”顿时龙绪刚的额头和嘴里都流出了

鲜血，但他仍旧义正辞严地对黄说：“你就是打死我，国家的税款一分

也不能少！”终因流血过多，昏了过去。这次他的额头被撞开了 2 寸

多长的口子，门牙被碰落了两颗。当他经过治疗苏醒后问的第一句

话就是：“黄龙灯交税了没有？”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和敬佩。在医院

里，医生要求龙绪刚先卧床休息治疗一个月，同事劝他安心养伤，妻

子心痛地劝自己的丈夫爱惜身体，但他只开了一些必用药，带着尚未

愈合的伤，带着他的追求、他的信念，又回到红旗湾坚守他那平凡而

又神圣的岗位。
龙绪刚扎根红旗湾，赤胆护农税、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由

于他成绩卓著，经市、地、省、中央财政部门层层推荐，于 1997 年 10

月 20 日在北京出席了由共青团中央、中央综治办、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等十二家联合组织召开的首届“中国杰出（优秀）青年卫士”表彰

大会，并荣获首届“中国优秀青年卫士”光荣称号。
（作者单位：贵州省铜仁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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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1 月 10 日，双休日第一天，距离中国人传

统的春节还有 18 天。这天，张北县海流图乡财政所女

干部李兆苹一早蹬车去了三盖沟村，她要在春节前抓

紧把全乡因虫灾和旱灾上级落实的农业税减免款逐户

退到农民手中。11 点 50 分，她正召集村干部和部分村

民代表开会研究退税问题，忽然，“轰隆隆”几声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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