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评议

多
一
点“
京
腔

”
曾

良

作为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的工作人

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特别是在与地方政

府打交道时，常常会听到有人说：都是家乡

人，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你们要少一点

“京腔”，多说些“土话”，多为父老乡亲们解

决些实际困难。的确，当地方性法规与国

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影响中央预

算收入或增加中央预算支出时，当中央整

体利益与地方局部利益相冲突、相矛盾时，

是继续高举起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的利剑，

还是迷失于浓郁厚重、难以割舍的乡情，实

在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是财政部派驻

全国各地的“野战部队”，履行着中央财政

监督和部分管理职能，在对当地中央企业

实施监督管理，核批各项业务，维护国家财

税秩序，监缴中央预算收入等诸多方面，应

切实维护中央利益。但是，从其人员构成

来看，无论是机构组建之初从相关部门选

调的，还是机构发展之中从大专院校分配

的，大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喝家乡水，

吃家乡饭，说家乡话，业务工作的拓展，生

活设施的兴建，乃至配偶的工作，子女就

读、就业等，长期以来与地方上形成了错综

复杂的关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

给我们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阻

力和难度。某些同志面对铺天盖地的关系

网，汹涌而来的说情风，在重大问题的处理

上，要么心有隐衷，投鼠忌器；要么干脆一

屁股坐歪，满嘴“土话”，全没“京腔”，越权

审批，乱开口子，执法不力，造成中央预算

收入的“跑、冒、漏、滴”。有资料显示，近年

来，由于地方性法规与中央文件精神相违

背而造成中央预算收入的流失，远大于由

于企业自身违纪违规而造成的损失。这一

情况，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刘仲藜部长指出：“从专员办的工作

看，这个机构的权力不小，政策性很强，法

律要求很严。怎样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

严格依法办事，廉洁奉公，是一件大事”。
试想，如果我们派驻全国各地的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机构都顾念乡情，维护地方保护

主义的利益，在大是大非面前，把自己的职

能职责抛诸脑后，对国家财经制度置若罔

闻，丧失起码的立场和原则，那必然会导致

国家宏观经济失控，中央财政调度不灵，正

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一种无序

的混乱状态。这与国务院当初批准设立这

一机构的设想和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我们更应该多一

点“京腔”，少说些“土话”。
如果连同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的前

身中企机构一并计算，从组建至今，已近十

年。近十年的风风雨雨、南征北战，几百亿

中央预算收入的失而复得，无不显示出它

是一支素质好、业务精、政策水平高、纪律

严明的队伍。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只有依

照“依法行政、依法监督、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的原则处理各类事务，时刻以维护中央

财政利益为己任，多一点“京腔”，少一些

“土话”，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把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机构的工作促上一个新的台

阶！

（责任编辑  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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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亏损，是近年来经济发展中一个

十分突出的问题。各级政府为了使企业扭

亏增盈，想了不少办法，做了很多工作，虽

有一些企业起死回生，但终究没有改变亏

损的大局面。
扭亏如何这样难？症结在何处？据报

载，国家统计局对 8省市 256家亏损企业进

行过调查分析，因政策性亏损的不到 10% ，

80% 以上则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所致。在

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中，经营管理状况长

期得不到改进，企业亏损的局面长期不能

扭转，问题大多是出在主宰企业命运的厂

长经理身上：要么是“脓胞”，形不成凝聚

力；要么是僵化，适应不了改革发展的新环

境；要么是盲目，不切实际乱折腾；要么就

是“蛀虫”，吃里扒外，中饱私囊。前不久，

江西省某县纪检监察机关对一个非正常亏

损的企业进行效能监察，不但一 举捉到三

条大“蛀虫”，其中两名正副厂长被送进监

狱，而且案中又引出了两个大案，终于使一

个停产半年多、濒临绝境的企业重新响起

了隆隆的马达声。江苏省江阴市组成29支

“合成部队”，“挺进”33 家非正常亏损企业

进行“剖亏捉虫”，集中火力向“穷庙富方

丈”发起了总攻，两个月的时间，就从“穷

庙”中逮捕了 8只“耗子”，并对 33名有其他

经济问题的人员进行了处罚，仅此就为企

业挽回经济损失 860多万元。
由此说来，扭亏，并不完全在于你为企

业争到了多少资金，跑到了多少项目，付出

了多少艰辛，如果这个决定企业命运的

“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恐怕资金再多、

政策再好、环境再宽松，企业照样要被“蛀”

空！

扭亏还得先“扭”人！

（责任编辑  张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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