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财政战线上

扶贫模范——张志平
周喜俊

翻着张志平的相册，一组别致的照片特别引人注

目。浩浩荡荡的农民队伍举着写有：“张科长我们想念

你”、“欢迎张科长再来”的巨幅横标，抱着写有：“当 代

焦裕禄”、“雷锋式的好干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等镜匾在为张志平送行。虽然未能身临其境，但照片上

的情景仍使人激动不已。照片上的故事就发生在河北

省献县临河乡 19 个村的百姓和张志平身上。

献县临河乡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这里牺牲过好

多烈士。影片《战斗的青春》就是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写

成的。这里也是从清朝起就钦定的“洪泛区”，每到 夏

季，洪水泛滥，一片汪洋。所以也是历史上有名的“贼不

偷”村。后来根治海河，洪水得到 了控制，就成了一片荒

滩。因没有水浇地，到了九十年代，群众温饱问题仍得

不到解决，多数农民只好靠外出打工为生。

1991 年，组织上派已在农税 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

的张志平到这个有特殊背景的地方扶贫。 脚踏烈 士流

过鲜血的土地，目睹百姓过年仍吃不上饺 子的现实，张

志平感慨万端。他想，在这片土地上献出了宝贵生命的

烈士如果在天有知，也会流泪的。如何解决农民的贫穷

问题？有人说，财政局是管钱的，向省厅伸伸手，向本局

张张口，弄个十万八万解解燃眉之急不是什么难事。张

志平不否认这个事实，但这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贫

穷问题吗？输血只能维持一时，造血方能健康一世。怎

样健全造血机能？使农民尽快脱贫致富？张志平苦苦思

索，认真调查，细细琢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跑遍

了全乡 19 个村庄，和农民座谈了无数次。在掌握了全

部情况之后，他亲自起草了治理开发万亩低产田扶贫

的可行性报告。经过不厌其烦的奔走，终于使这个报告

通过了立项。

开发万亩低产田谈何容易？ 张志平分明是给自己

选了块硬骨头，可他决心要打这场攻坚战，而且树立了

不获全胜不收兵的信念。

搞 开发首先需要钱，国家给的一点钱只够打外围，

大部分资金从何而来？张志平经和乡里研究，决定发动

群众集资。

从处于贫困状况的群众手里抠钱，是不很容易的

事。为了取得较好的效果，张志平拿出了当年八路军开

辟根据地的劲头深入群众宣传、座谈、讲集资搞开发的

好处，写出《告全民 书》，在大喇叭里广播，让小学生带

回家。尽管他使出了浑身解数，但群众听而不理，视而

不 见。张志平心急如焚，他总觉得群众的心和他隔着 一

堵墙 ，又 不知从何打开缺口。那一日，他独自到地里去

考察开发现场，碰到一位老大爷，他主动凑上去和老人

聊天 儿，给他讲集资的意义，和他谈开发的前景。老人

说：“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都懂。谁不想有好地种、有

粮食吃、有好日子过？可这能干成吗？实话跟你说，我们

把集资款都准备好了，就是不肯交给村里。”

“为什么？”张志平急切地问。

“怕他们把钱花光了也办不成事。”

“那你们交给我可以吗？我保证专款专用。”

“你？你是‘飞鸽牌’的，我们穷不穷你们都有皇粮

吃，不管我们脱贫不脱贫你到时候都得撤。钱花光了，

事办不成。 再来一拨扶贫的说不定又有啥新道道儿，到

头来受折腾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老人说完，倔倔地斜他一眼走了。张志平的心象被

狠狠戳了一下，呆立在原地足有 20 分钟没有动。贫穷

已使群众对村干部失去了信任，而对他这个吃“皇粮”

的外来干部更缺乏了解。在农民眼里，扶贫只 不过是做

官样文章，只要和村干部吃吃喝喝联络好感情，等时间

一到弄 几句文字表扬回去交差就是了。至于农民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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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反正机关有的是干部，这一期没

扶好下一批接着来。由于这种恶性循环，使群众产生了

巨大的抵触情绪。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之后，张志平为自己定下了一

条规矩：不在村里吃一顿饭，不和村干部喝一场酒，扎

扎实实为群众办事。

豪言壮语不如实际行动。张志平懂得农民最讲眼

见是实。他决心从自己做起，在群众中树立起良好形

象。

一个炎热的中午，张志平骑自行车跑十几里路到

全乡最穷的西镇村去帮着设计管道布局，一进村口，见

大小队干部都在村口等着。村支书说：“我们都正等着

你哩，快去吃饭吧！”张志平说，“我早吃过了。”村干部

们就有些不自然，有的说：“你也真是的，老百姓找帮忙

的还管顿饭哩，你大热的天来帮俺们搞开发，吃顿饭算

个啥？我们就是再穷还管不起顿饭？”张志平说：“只要

开发搞成了，我比吃饭都高兴。”他一指村支书：“你快

吃点饭，骑车子跟我到地里干活去。”

这件事虽然很小很小，在群众中却产生了很大影

响。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几天时间就传遍了全乡。

老百姓高兴地说：“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有这样的

好干部帮咱搞开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当然，也有个别人对张志平的行动不以为然，认为

这太缺乏“时代感”。张志平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别

人说什么，只要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人民群众的心愿

他就满足 了。

就是这么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事，使临河乡的群众

和张志平心理上的冰墙开始融化。张志平抓住有利时

机，突击搞集资。为了让群众彻底放心，他带领乡开发

小组直接到村里收款，并当场开收据。

19 个村共集资 200 多万元。张志平深知这笔钱对

贫穷的百姓意味着什么，那是他们的血汗，是他们的家

产，是他们的希望。为了集资，有的姑娘拿出自己攒的

嫁妆钱，有的小伙拿出准备结婚的钱，有的老党员拿出

自己的棺材钱，他们一毛纸币、一分钢镚地凑。当这些

在电影、电视里才能看到的场面出现在实际生活中时，

张志平忍不住掉泪了。他的良心告诉他，如果这笔钱花

糟了，他就是临河 乡百姓的罪人！

为 了把这些“钢”用到刀刃上，张志平不知费了多

少心血。万亩方田里印下了他数不清的脚印。为了准确

掌握管道长度，他在自行车轮上拴一条绳子，推着车子

一圈圈丈量线路；为了确保开发工程质量，从机井定位

到开钻、下管、压风；从埋杆架线到安泵下井；从防渗管

道的线路和材料到机井房的设计，他都亲自到现场监

督施工，发现问题，立即解决。白天他到各村及工地摸

情况，晚上再对每个村的问题进行研究，如井位的合理

摆布，配电及管道路线，变压器容量大小，水泵的功率

大小等等，就连井屋用多少块砖他都认真计划过 了。

石疃村的乡亲们清楚地记得，那一次张志平带领

村干部们到地里测管道，天冷风大，人在地里站都站不

稳。村干部说：“别去了，明天再说吧！”张志 平坚决地

说：“不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他硬是领着大家测完

了几百亩地的管道线路。

梁庄的乡亲们更不会忘记，那一次 方田定井位，正

赶上刚下完一场大雪，坑坑洼洼的路 上全是冰，自行车

不能骑，村里人都说张科长今天肯定来不了。谁知到 了

施工现场，见他早已步行 8 里多路提前赶到。

张志平为临河的乡亲们奉献 了自己的全部，却从

未向这里的百姓索取一分。每天他不知疲倦地穿梭在

各村，有的村至少去过四五十次，有时一天要跑六 七 十

里路，可他总是赶到乡里伙房吃饭。麦收时节，乡里放

假，伙房没人做饭，但各村的开发工作不能停。为了不

给群众添麻烦，他就让妻子捎些大饼馒头来用 开水泡

着吃。夏日天热，馒头大饼常常生 了毛变了味 儿 ，实在

不能吃了，他就买些方便面充饥。

那一次他高烧 39℃，头晕眼花浑 身无力，他不 肯

说，怕别人知道他有病来看望，怕耽误村 里的开发 工

作，吃不下饭就饿着肚子硬撑着……夜深人静，他一个

人躺在床上，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此时他感到好

想家，想贤慧的妻子，想懂事的孩子。如果此刻能吃上

一碗妻子做的热汤面，能听到儿子甜甜地叫一声“爸

爸”，该是多么的惬意啊！可这一切只能在梦中去享受。

他完全有理由请假回去住几天，去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 与此同时在他眼前闪现的是农

民们因贫穷而忧愁的面孔，在他的耳边回荡的是农民

们那长长的叹息。为了让临河的百姓过上正经日子，他

也要坚持。

他不遵医生的叮嘱不顾自己的病情，打完针就骑

自行车到村里去，医生说他简直是不要命了。他说如果

我的命能换来全乡人的好日子那我甘愿把命献出。是

啊，他的命运已和临河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他的

心已和当地父老乡亲的心贴在了 一起。为了给 老百姓

少花钱多办事，他宁肯自己多吃苦多受累。

在开发区安装地下防渗管道时，刚开始的 一 个村

以每米 13.5 元承包给一位包工头。张志平为了省钱，

派人到外地了解行情，每米材料可降低价格 2 元。这位

包工头为保住原来的价格，托人找到张志平，拿出3 000

元好处费。张志平坚决拒绝了。他不但自己购材料，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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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安装，这样每米又可节省 3 元。由于张志平精打细

算，万 亩方田仅管道一项就节省资金 20 万元。20 万元

对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临河群众来说是个多么惊人的数

目？乡亲们感激地说：“ 只有真正的共产党，才能这样和

咱 百姓心连心。”

张志平用他的实际行动，在临河 乡群众心目中树

起 了党员的形象，用他的心血和汗水，在临河乡的历史

上写下 了光彩的一笔。他成功地结束了财政局的扶贫

工作，使临河 乡 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水浇地。温饱问题

得到 了解决的临河人民感激地说：“党和政府没有忘记

我们老区人民，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国家的关

怀，多交公粮，多交好粮。”

扶贫结束回城之后，张志平感到自己的思想感情

又一次经受了陶冶。每时每刻，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

临河的父老乡亲，从而又会联想到全国的农民，就会感

到自己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一名共产党员所肩负的重

任。所以不管到任何单位干任何工作他都不会懈怠，因

为他的心里永远装着人民。

几年来，张志平多次被评为地市级模范工作者，

1993 年又被省财政厅、省人事厅评为“河北省财政系统

先进工作者”。可他把这些看得很轻很轻，他说荣誉只

能说明过去，不能代表将来，只有不断奋斗，才能终生

无悔。

在财政战线上

小镇上的“大算盘”
——记江苏省通州市西亭镇财政所所长江道昌

马亚光

在 长江三角洲的腹地——通州市，有 一个古镇

— 西亭镇。西亭镇不大，东街响的爆竹西街能听到；

南街发生的事情，北街马上能知晓。在西亭镇有个不大

不 小的人物江道昌，人称“大算盘”。这个绰号的来历，

因他是镇财政所的所长 ，是全镇会计的“头儿”，常常算

大帐，也算细帐。
江道昌爱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算大帐。

大帐之一：培植财源。

1 988 年，原南通县（现为通州市）正式实行“定收定

支、定缴定补 、超收分成，短收自补”的财政包干管理体

制。这 一体制的运行，给原以支出管理为主的镇财政所

开展 工作增添 了很大难度，也增添了几份活力。

经济发展是财政的源头。如何学会“生财之道”扶

持 乡镇企业发展，是搞活财政的首要课题。江道昌正是

顺着这 条路，一步步 走向前的。

近年来，江道昌把“积

极扶持发展镇办企业，培植

新财源”作为重要工作，他

积极向上拆借、左右融通资

金，全方位筹集资金，扶持

有发展前途的企业，给有困

难的企业雪中送炭。

该镇羽绒制品厂，是家

镇办企业，产品畅销全国各

地。但因企业场地狭小，生

产能力受到限制，产品不能

扩大批量。如果长此以往，

要不了多久，这个厂就会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

来。为此这个厂提出了扩大

原有产品生产规模，发展“绣品服装”新项目的设想。江

道昌和他的部下们主动上门，为这个厂的新项目进行

可行性研究和论证，并为这个厂融通资金 34 万元，使

新项目如期上马。1993 年该厂创产值 400万元，创利税

24 万元，产值、利税将分别比上年增长 300%和 200%。

江道昌和他的部下们积极为企业服务，坚持做到

既锦上添花，又雪中送炭。西亭镇镇办企业——通州市

食品饮料厂，由于基建资金过大，投产后流动资金严重

不足。1992 年夏天，正是该厂产品——饮料销售量大幅

度上升之际，该厂却因缺少流动资金，难以购回原材

料，企业只好停产。江道昌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用镇

财政周转金 2 万元支持这个厂发展生产，解了这个厂

的燃眉之急。

西亭镇 29 家镇办企业，近年来都在不同程度上得

到过镇财政所的扶持，仅 1992年该所为企业融通资金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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