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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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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动房摇，等他们反映过来是地震跑出

屋外，全村大片房屋倒塌，村庄上空腾

起一片灰云，哭叫声顿时响成一片。面

对此情此景，李兆苹没有迟疑，没有退

缩，强烈的责任感和财政干部特有的奉

献精神使她迅速投入到抗震救灾当中。
刨土救人、清点伤亡人数、统计倒塌房

屋……自此，一曲震区财政干部抗震救

灾的赞歌在坝上高原响起。

雪中送炭

无情的地震不仅夺去张北县 50 条

无辜的生命，而且还使 10.3 万间房屋

倒塌，13.4 万间房屋裂缝成为危房，4.3

万人无家可归，灾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

极为严重的损失。这对一个连续遭受

旱、虫、雹灾等多种自然灾害的贫困县

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震灾牵动了各

级财政领导的心。地震发生后，县财政

局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救灾工作领导

小组，紧急动员全局干部，随时听候组

织调遣。局内男同志全部深入救灾一

线，女同志轮流值班，电话机旁 24小时

有人守候，传真机不断向上反馈情况，

争取救援。地震当天下午，县局组织捐

款 10410 元，送往灾区。当天深夜，省

财政厅、市财政局领导携带紧急拨款 30

万元，棉被 300条，棉鞋 450 双赶赴灾区

慰问灾民。随后几天，市国资局组织捐

款 3 万元，市财政局又四次组织捐献被

套 750 条、棉褥 150 条、学生学习用具

60套。省内外财政系统的干部也纷纷

伸出援助之手。抗震救灾期间，财政部

门各级领导同志亲临救灾前线，视察灾

情，指挥作战，困了办公桌上打个盹，饿

了，救灾食堂吃口流水饭，忘我的工作，

体现了各级财政领导对灾区人民的拳

拳爱心。

火线入党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内外大

批救灾物资源源而来，最高峰一天上千

辆次。接收和发放救灾物资这一 关系

灾民生死存亡人命关天的大事自然落

在震区财政干部头上。关键时刻，他们

舍小家，顾大家，表现出了财政干部崇

高的思想境界和无私的为民情怀。
单晶河乡财政所长黄志明，地震时

正在县委党校学习，震后他顾不上回

家，直奔乡政府，一头扎进已经倒塌的

财政所，从废墟中找出帐本、票据，组织

开展了紧张的抢险救灾、统计损失、运

送物资工作。整整七天不分昼夜，嗓子

哑得不能说话，咬牙再坚持，眼睛熬红

了，扒在桌上打个盹，直到临建棚搭建

完毕，灾民暂时有了安置，他才得知妻

子在震后的第二天被财政所干部接到

县城，逃难中患有糖尿病的儿子因感冒

旧病复发住进县医院治疗，妻子怕他分

心没有告诉他，女儿回来只说弟弟吓着

了，过两天才能回来，家中 100 百多斤

的大猪也丢了，7 只鸡也冻死了……

海流图乡财政所 27 岁的女所长杨

玉林正准备去部队探亲，地震阻止了她

的行程。她把不满两岁的儿子送给患

病的婆婆照看，她和公公都投入抗震救

灾前线。一天深夜，她带领运送煤炭的

车辆送往庙东营村，坡高路滑，白雪茫

茫，车行半坡打滑上不去，她返回求援，

10 里山路，坑坑洼洼的，她奔跑着，脚下

滑倒了，脸碰破了，膝盖碰肿了，可她全

然不顾，直到找来救援车辆。为了工

作，她整天在外奔忙，她去给县城救灾

指挥部汇报数字，整整两天两夜，没顾

上告诉仅相距 100 米日夜牵挂她的父

母；丈夫从部队回来，见面是在乡政府

的危房内；7 天她没回去吃一顿团圆饭

……海流图乡三名火线入党的同志，杨

玉林是其中的一位，她用行动代替了入

党誓言。
大河乡财政所会计杨录田地震时

正做年终决算，他从废墟中爬出来便投

入抢险救灾，女儿被塌房的砖块砸伤头

部，他没顾上回家看望，妻子守着破毁

的家园，扔不下活着的家畜、家禽，在柴

禾堆里过了五天五夜，最后才住上解放

军搭建的帐棚；农税员李文英去了伤亡

最重的米家沟村，他从废墟中救出 28

名伤重人员送往县城医治，又组织灾民

从塌房中找出炉子，自己从身上掏出准

备过年用的 500元钱买回炉筒，搭起了

保暖帐棚，使全村灾民无一个冻伤，八

天后他奉命调回乡里，在别人的帐棚里

找到了冻伤的亲人。火线入党，他也用

行动代替了入党誓言。

赤子之心

地震刚过，天降大雪，又刮六级大

风，风助雪威，雪借风势，天地间浑浊一

片，灾区气温低达零下 32 度。此时，正

是县财政决算的关键时刻，局长李勇匆

匆安排了决算任务，带着财政局干部下

乡来到了海流图乡庙南营村，为灾民抓

紧搭建临时暖棚，冰天雪地抡锤挖坑，

和泥垒墙，搬运建材，手指破了，手臂肿

了，临建任务完成了，他却病倒了。输

液瓶陪了他两天，他又带领干部出现在

灾民中间，带来了过年的饺子、元宵，与

灾民共度新年。财政局副局长李洪武

日夜坚守岗位，组织调运救灾物资，半

个多月没有回家；副书记宋华不顾自己

感冒流涕，咳嗽不断的病态，深夜扔下

独自在家而且刚刚手术过后的儿子，奔

赴在运送物资的行列。监察股长陈发

河在干部中年龄最大，抗震救灾却冲在

最前，连续二十四小时不停带领车队运

送物资，领导怕他身体吃不消，他说：没

事，能挺住。副股长任进军澜尾发炎，

隐隐作疼，他推迟做手术，带着药瓶去

了灾区，在一次运送物资中，车坏在半

路，司机修车，他却忘记了医嘱，用力顶

起了千斤顶。过后，他说：真是老天有

眼，澜尾没有发作。农财股长韩玉白天

作决算，晚上主动请战……。在抗震救

灾的日日夜夜里，全局干部出动 76 人

次，两位司机昼夜不停，跑遍了灾区的

每一个村庄，共计行车 6 000多公里，为

灾区送去粮食、衣物，还有一颗颗赤子

之心。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北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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