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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他的人，都为他豪爽直率的性

格所吸引；了解他的人，都为他做事果

断、不徇私情、忘我投入的工作作风所折

报。
他就是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长贺云

儒。
向改革要财源

1994 年 4 月，贺云儒被任命为市财

政局长的时候，正是铁岭财政遇到极大

困难的时候。且不说桌上那高高的请款

报告，也不论挂在总预算帐上的 6 289万

元赤字，单看眼前的形势，就足以让他掂

量出肩上担子有多重。在 1994 年我国

财税体制改革迈出重大一步的形势下，

一些财力基础较好的兄弟市，乘势而上，

快速发展；而铁岭市由于诸多因素影响，

发展速度缓慢。全市 98 户预算内国有

工业企业中，1994 年亏损企业增至 70

户，亏损额达 7 900多万元，严重影响了

财政收入的增长。乡镇财政更是困难，

全市有 3个乡镇工商税收为零，52 个乡

镇欠发工资 880万元。在全市财政收入

减少的同时，增支政策又相继出台，全市

人员经费 和公用经费比 1993年增长

8 600多万元。
一面是支出猛增，一面是收入上不

去，财政要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承

受着双重压力。面对眼前的困难，贺云

儒的回答掷地有声：“向改革要财源！”

首先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入手。
近年来预算外资金增长很快，却一 直游

离于财政监督之外，引出了很多问题，干

扰了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为了加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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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外资金管理，贺局长专门召开局党组

会研究措施，随后带队去鞍山等地考查

学习，选派得力人员组建预算外资金管

理办公室。消息一 传出，就在全市引起

了反响，有些单位认为这是财政从他们

碗里抢饭吃，于是或突击花钱，或到有关

领导那里去提意见，有的干脆拒绝接受

财政的监督管理。面对这一切，为了让

各单位、各部门及全社会都了解加强预

算外资金管理的重大意义，关心和支持

这项工作，贺局长和全局同志做了大量

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向

各级领导和全社会反复宣传加强预算外

资金管理对促进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

性，赢得了领导和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预

算外资金管理工作在全市扎扎实实地开

展起来。1995 年专户存储 185 户，存储

资金 1 0164 万元，比上年都有较大增长，

对纠正不正之风，缓解财政困难，促进经

济发展，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趁着这样一个好的形势，贺云儒和

领导班子成员又着手研究全市增收节支

的具体措施，瞄准了一 个个增收节支的

重点。先是对多年外调粮款拖欠提出解

决办法。决定从 1995 年起，实行调粮先

交款后发粮、新老欠款一并结算的办法，

仅6个月时间，就收回外地多年欠粮款

8 914 万元，每年可节减利息支出近 700

万元。然后，针对罚没物资去向透明度

不高，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问题，成立了

市公产处理服务中心，对全市罚没物资

及市直行政、事业单位更新淘汰下来的

车辆实行集中统一保管、统一作价，公开

拍卖，既抑制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又增加

了财政收入。接着，针对支出管理存在

的问题，出台了差旅费、公费医疗、住宅

电话、会议费、汽车定点维修等一系列改

革办法和管理制度，均收到了良好的节

支效果。
“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两年来，在

企业经济效益滑坡，农业连续遭洪涝灾

害的情况下，铁岭财政不仅保证了全市

刚性支出，而且连续三年实现收支平衡，

并消化以前年度赤字 1 200万元。
我上不上去没什么关系

贺云儒上任时、省财政厅刚刚结束

对全省各市财政局工作的考核，结果是

铁岭市排名倒数第二。贺云儒分析后认

为，并不是铁岭财政局干部水平低、能力

差，而是缺乏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他决心

烧起一把火，点燃他们潜藏的激情。
1995年元旦刚过，根据市委机构改

革的要求，贺云儒在全局职工大会上做

了关于机关“三定”方案工作的动员报

告，提出要重新选拨中层干部。这在铁

岭财政干部心中掀起了波澜。每个人都

在掂量，每个人都在思考，每个人都在企

盼。有的人认为没有门路，准备放弃竞

争；有的人借助关系网，找门路说情；有

的人认为自己能力强，勇于参加自荐。
贺云儒坚决顶住说情风，认真对待每个

人，帮助他们分析自身的优缺点，使他们

既增强了信心，又心悦诚服。当局机关

“三定”方案确定，中层干部名单公布后，

台上台下掌声一 片，局里启用的中层干

部都是那些踏实肯干又有业务能力的骨

干。散会后，有的人对贺局长说：“你顶

住说情风，冲破关系网，就不怕自己受影

响，将来上不去？”贺局长却十分坦然而

认真地说：“我是这里的一把手，要为党

的事业负责，我上不上去没什么关系。”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党的尊严，

并因其公正无私的作风赢得了群众的信

任支持，激发了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铁

岭财政系统出现了公正、平等、竞争、向

上的好风气。
最大的特点是实干

贺局长很少有礼拜天，这是市财政

局所共知的。他到任两年半，经常是全

局来的最早的，走的最晚的。每逢休息

日，只要他不公出，办公室里总能找到

他。
铁岭财政一直比较困难。为了发展

经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1994

年 9 月，他妻子初诊为乳腺瘤，按医生要

求需到北京确诊。到京后，他把妻子送

往医院，交给在北京念书的大女儿，便到

清华大学找人为铁岭财政干部培训中心

设计图纸，并陪着设计师从北京回到铁

岭。妻子要作手术，找不到家属签字，女

儿吓得直哭，从北京打几次电话才找到

他。他赶去将妻子送进手术室，又赶回

铁岭落实培训中心建设资金。

铁岭经济本来就不够景气，可老天

也不作美，1994、1995 年连续两年遭受洪

涝灾害。1994 年 8 月的一 天，贺局长开

完救灾会议，得知咆哮的洪水将西丰县

围困，为及时赶到救灾现场，他顶着大雨

驱车向西丰赶去。车到半路，桥已被洪

水冲断，只能绕道四平转向西丰，司机问

他，“还去吗？”他坚定地说“去！不管绕

到哪里必须去！”经过一 条河时，河上的

桥栏杆已被洪水冲掉，河水已上了桥面，

而且还在迅速上涨，司机问：“还过吗？”

他说：“快过！”当车冲过去后桥就塌了。
经过 7 个多小时的奔波，终于赶到了洪

水围困的西丰县城，一下车他就投入了

紧张的抗洪救灾工作。
满腔热情待同志

熟悉贺局长的人都说，贺局长胆大，

有魄力，别人不敢出头干的工作他敢干，

像财政制度改革、干部管理制度改革，他

都是走在前面。可亲友们却说，他胆最

小，定下了那么多规矩：家属不准坐公

车，不准到他单位去；亲友不得求他办理

他管辖范围内的事，更不准打他的旗号

办事；不吃请，不收礼等等。1994年他到

铁法镇检查扶贫工作，发现镇办企业缺

少启动资金不能生产，于是答应帮助解

决一部分。当地同志为解决了企业困难

很高兴，非要买纪念品“表示”一下。他

立即起身，说：“你要买东西，那好，我们

走，资金的事也别研究了。”

贺云儒对自己要求近于苛刻，对同

志，却倾注满腔热情。单位的同志吃饭

困难，他积极张罗建起了食堂。他发现

单位附近交通警中午吃凉饭，特意关照

他们到财政局就餐。局里同志的子女就

业有难处，他就到处联系帮助解决。乡

财政所同志来了，他热情接待。1994 年

3月，他去鞍山开会，路上看到出了车

祸，前面几辆车都不停。他说：“咱停车，

救人要紧”。下车和司机抬进伤员送往

医院。几个月后，被救的同志非要买东

西见见救命恩人不可，他说，见见可以，

要买东西就不要来了。
在同志们眼里，他是无愧于这方黑

土地的。可他自己却不满意，总觉得，工

作还没有做细，必须永远奋斗不息！

（责任编辑  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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