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财政战线上

不知疲倦的开拓者

瞿光林  马亚光

在江苏通州市，有一个被称为“不知 疲倦的

开拓 者”的人，他 就 是市财政局局长纪进。

他在任四年，策划、导演了一台台好“戏”，

给通州财政舞台带来了勃勃生机。

纪进是 1990 年 1 月 奉调出 任 市 财政 局局

长的，当时他 37 岁。纪进的到来，给 财政 局带来

了欣喜和振奋。大家听说，纪进在物价局主持工

作期间，就 是一位具 有开拓精神和敬 业精神的

好“当 家”，让他 来当局长，振兴通州财政定然有

望。纪进没有让大 家失望。上 任 不 久，他就 显露

出 开拓 者的 才华，策 划、导演 了一 台 又 一 台好

“戏”：

——1990 年，通州市 乡镇财政 第一轮承 包

刚结束，纪进即带领一班人到 乡镇进行调查研

究，掌握 了第一手资料。针对调研中发现的新情

况 、新问题，他 广泛 征 求有 关部门的意见，同时

进行 了认真测算。本着支持生 产发展、市、乡

（镇）兼顾、确保财政收 支预算实现的原则，提出

了对 乡（镇）实 行“递增 包 干，收 支挂钩，超收 分

成，短 收 共补”的财政包 干体制，新体制报批实

施后，取 得了令人欣 喜的成效。1991 年尽管遭

受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全市 乡镇 包 干收 入仍

完成 11 812 万 元，比 上年增长 6% ；1992 年，完

成 13 344 万 元，比 上 年增长 13% ；1993 年，全

市所有 乡镇都超额 完成了财政包 干任 务，其中

有 4 个镇超过千万元大关。

——早在 1989 年，通州市就 在全省率先实

现 了乡乡镇镇建国库。为更好地发挥 乡镇国库

职能，纪进深入 乡镇，亲自“解剖麻雀”，认 真总

结经验，与有关部门协调了财、税、行、库之间的

关 系，进一步巩 固 和完善乡镇国 库。1991 年他

们的经验被省财政厅加以 推广。

—— 为充分调动各部门增收 节支的积极

性 ，进一步加快 事业单位财务改革的步伐，纪进

积极倡议 ，并促 成全市 50 个事业单位 实行了承

包责任 制，提高了创收 水平，减轻 了财政 压 力。

——1992 年 7 月，通州市政 府批准实施财

政局提交的《公 费医疗 改革方案》，方案实施半

年，节约医疗 费用 60 余万元。1993 年，在肝炎

流行、物价上涨幅度较大的情况下，仍节支 150

余万元。

——根据“以 经济建设 为中心，毫不动摇地

把 大 力 支持生产发展、积极培植财源、增加财政

收 入作为全市财政工作的重点”的思路，市财政

局选择了全市十个贫困 乡之一的余西 乡作为自

己的帮扶点。纪进从繁忙的工作中抽 出时间，定

期到 乡里 和 乡干部们一起办公 ，共同研 究 开发

项目，解决具体问题。1993 年，市财政局扶持建

办的余西有色金属制品 厂 和玻璃瓶 厂的生产规

模不断扩大，经济效 益有所提高，实现 产 值 176

万元、利税 20.5 万元，提前实现 了市委、市政府

确定的帮扶目标。同时，他 还要求机 关各科室和

各 乡（镇）财政所选择一家盈利企业、一家亏损

企业、十家贫困农户作为挂钩联系点，把促 产工

作列入重要议 事 日 程。到目前为止 重点帮扶的

500 余户 贫困农户 中，已有 60% 走上 了富裕之

路。乡村干部赞扬说 ：财政干部真抓 实 干 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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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愧是新时代的“活财神”。为大力支持生产

发展，帮助 企业解决流动资金紧缺的矛盾，纪进

和局里 其他 同 志一起，采取向 上 争取 、左右 融

通、向下筹集、清理陈 欠等办法，1993 年组 织 资

金 3 945.5 万 元，扶持各类企业 336 个，新增加

产 值 7 260 万 元，利税 998 万 元。

纪进带 领他的同 事们，改 革开拓，求 实创

新，发展生产，培植税 源，终于使通 州财政 工作

打开了新局面。仅以 财政收 入的情况 为例：1991

年，在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 影响下，全市 完成财

政 收 入 1.81 亿元；1992 年达 2.05 亿元，比 上

年增长 12.7 % ；1993 年 完成 25 866 万 元，比 上

年增长 26.2% ，当 年财政 结余 387 万 元，这是

通 州 市进入九 十年代以 来的 第一个 收 支平衡

年。

“财政”曾是他学习中的空白。他能迅速进

入“角色”，全靠他那股子不知疲倦的钻劲。

纪进原先是搞物价工作的，对于财政这块

天 地，用 他 自己的 话 说 ：“原 先 几 乎 是 一 无所

知。”但 是，当 市领导决定“搬”他到财政局来时，

他 并没有犹豫，他说 ，服从组织分配应该是无条

件的，何况，世 上 本没有渡不过的河、爬 不过的

山。话 虽 是这么说 ，但作为门外汉 ，真的要想“由

外转内”并 非 易事，对此，纪进有足 够的思想准

备。他仗着年轻 力 壮 ，凭着对事业的满腔 热情，

如饥似 渴地 开始 了财政“A BC”的学习。

四 名副局级 干部年龄比 他 大，资历比 他深，

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自然就 成 了他的“启 蒙”

老师 ，他抓 住每一个机会向他们讨教。书本知 识

是基础 ，他 更是 见缝插针，自学不辍，有 关财政

工作的政策法规、理论专著和经验总结，堆满了

他的床头、案头。他上 任后不 久，患上 了肝炎，这

倒使他“因祸得福”，那住院的一个半月 竟成了

他自学的黄金时间。他 在病房里攻读了有关财

政经济的多部专著，作了七八万 字的读书笔记。

他积极 倡导财政局把财政科研 列入工作计

划，并身体 力 行，带头写稿。4 年来，他 先后撰写

了 6 篇高质量的论文。在他的带动下，全局上下

抓住财政工作的热点、难点、焦点，结合实际，有

的放 矢确定科研目标和任 务。4 年来，他们先后

撰写各 类科研 文章、调研 报告 205 篇，其中 有

71 篇被市以 上刊物发表，7 篇分别在全国、省和

南通市论文评比 中获奖。

“无知 不会帮助 任何人”。压 在他书房的写

字台玻 璃下的这句马克思的名言，该是他的座

右铭 罢。怪 不得他迈向内行的步伐是那么迅疾

而稳健！

他是冷静的决策者，更是身体力行的执行

者。他用不知疲倦的追求凝聚了全市 50 个乡镇

财政所 400 名财政干部的智慧和力量。

4 年多来，纪进不辞劳苦，深入 基层，走遍

了全市每一个 乡镇。可以 说 ，哪里财政 最困难，

哪里问题最多，他就 会出现 在哪里。有的 乡镇他

先后去过数十次。

今年 5 月 4 日晚，通州市 召开国 家机 关 和

事业单位工资改革领导小 组会议。散会回 来，纪

进彻夜未眠。他脑 子里有一本现 成的帐：这次调

资，意味着全市每年要增加 3 000 多万 元的支

出，仅补发的这一块就达 1 900 万元之 多。他知

道各个 乡镇的家底，有支付能 力的 乡镇仅是少

数 ，绝大部分 乡镇都有缺 口 ，有的缺 口 高达 40

多万 元。怎样确保增资工作顺利、如 期完成？怎

样帮助 那些缺 口 较 大的 乡镇及时兑现 补发工

资？他反反复复盘算着，天一亮他就上 了路，开

始 了艰难的奔波。在以 后的一段时间里，他 带着

预算 和农财科的同志冒着高温，到有关 乡镇调

查 了解情况 ，与 乡镇领导共商填补缺口 的良策，

不知 跑了多少路。在他的努力下，到 7 月 22 日 ，

全市各 乡镇的调资工作顺利结束。

为 努 力 完成各项财政工作任务，纪进十 分

重视推行目标管理，强化制度建设。担任局长

后，他 以 自 己与 市政 府签订的《目 标 管理 责任

书》为主 线，把 目 标管理机制引入财政工作。3

年多 来，他每年分别确定十多条目标考核指标，

在全市 财政工作会议 上公 布于众，他 在机 关内

部实行定岗、定责、定人，各项工作层层分解，落

实到位，实行奖惩。

作为局长，纪进十分注意鼓励、调动财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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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独挡一面的积极 性 和别开生 面的创造性 ，政

策上把 关 ，工 作上 支持，生活 上 关心，出现 失误

主动承担 责任，形成了全局上 下一股绳，齐心协

力争奉献的良好 氛围。从 1991 年起，纪进倡导

开展了争创“达标、先进、文明”财政 所活 动，制

定 了考核评比 细 则，从思想建设 、清正 廉洁、完

成任 务、财务管理、所容风纪 等 5 大项 50 小 项

进行严格的“双百分”考核。全市 50 个财政所，

1991、1992、1993 年分别有 18 个、29 个 和 49 个

财政所跨入了“三所”行列。创“三所”活 动的开

展，极 大地调动 了基层财政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财政 干部队 伍 中，涌现 了一批思想素质好 、业务

水平高、开拓意识强的新人。

纪进局长不知 疲倦的努 力所带 来的，是通

州市财政战线全新的面貌。在从 1991 年开始 的

通 州市委、市政 府组织开展的市直机 关“政 风建

设 十佳单位、十佳个人”的竞赛评选中，市 财政

局连续三年获奖。纪进本人也 连续两度荣登“ 十

佳”个人榜首，并先后多次 被评 为 市 先进个人，

市财政系统先进个人。今年“七一”前夕，他 又被

通州市委命名为优秀党 员。

在财政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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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海

在大别山腹地里，有个叫占 河 乡的地方，它

处在湖北 英山 县最边远的位置，山 高林密，人迹

罕至，交 通闭塞，经济落后，生活 在这里的农民

一直被贫困困扰 着。最近几年，占 河 乡发生 了巨

大变化。满山遍野栽上 了天麻、香菇、板栗 、茶、

桑……一派丰收景象。要问占 河 乡这几 年 为什

么变化这么快？你随便问一下 当地农民，他 们都

会说：“多亏了小 刘和老肖！”

小 刘叫刘先进，老肖是肖同书。肖同书是前

任占 河财政 所所长，刘先进是今年任 所长的。肖

同 书任 所长时，刘先进是会计。

刘先进是土生土 长的占 河人，挚 爱这 块 生

他 养他的土地，也深知 个人的 力量，必 须汇入群

体的 力 量中，才能发生效 应。为改 变占 河 乡的 面

貌 ，他克服各种困难，任劳任怨，忘我工作。刘先

进一参加工作、当上 财政所的会计，就意识到占

河是个贫困 乡，怎样把 有限的资金用到点子上 ，

带动 农民走共同致富之 路 ，是每个财政干部的

职责。他 虚心好学，白 天下 乡，晚上 学习 业 务，一

学就 学到深夜。他 还报考 了函大 ，时间不 长，他

就 掌握 了大量财会方 面的专业知 识，系统 考试，

他 总是名列前茅。他 在 日 记中 写道：搞财政工

作，光有热情不行，不懂财会，不善理财，就 是 一

个不称职的职工。

为早日 找到一条让占 河脱 贫致 富的路 子，

刘先进起早摸黑，跑遍 了全 乡 10 个村 74 个小

组 ，并多次 到县城向有 关方面的专 家和科技 工

作者请教。在大量调 查研 究、集思 广益的基础

上 ，他 提 出 了“扬长避 短 ，因 地 制 宜，主 攻 菌药

（天麻），突 出青龙（茶叶），发展板 栗、带动 其它”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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