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但长期操劳，终于积劳成疾，体重还不到 50

公斤。医生多次嘱咐他注意多休息，少熬夜，但

他从未在家休息过一天。1990 年底，他病得实

在难以支持工作，医生开出住院证明，但他只要

求医生吊了一天盐水，又开始了紧张繁忙的工

作。为了在年底前落实好当年的财政收支，实现

县、市财政平衡，他不顾体弱天寒，率领预算科

的同志跑遍了全区各县市。有些好心人劝他说：

“老羊，你很快就到 60 岁了，自己身体又不好，

就别那么认真了”。他却说：“正是没几年可干

了，才更应该抓紧时机，干得更认真一些。”他认

为，自从站在镰刀斧头红旗下宣誓时起，他的一

切就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一个神圣的组织，一个

崇高的理想，一个辉煌的事业，为了她，甘愿奉

献自己的一生。“老骥伏枥”，也当“志在千里”。

在财政战线上

痴心不改山 区情

——记湖北省财政支农

先进工作者刘传义

周元才  唐汉东

湖北省枣阳市平林镇财政所农财专管员刘

传义，多年来，怀着对事业追求的强烈责任感，

为帮助山区人民脱贫致富、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连年被枣阳市财政局和

平林镇委、镇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或劳动模范；

1993 年被湖北省财政厅授予财政支农先进工

作者的光荣称号。

地处大洪山余脉的平林镇，与随州、钟祥接

壤，方圆数十公里都是贫瘠的山区，那里被人们

称为“翘首见山头、走路踢石头；经济无来头、做

人难出头”的穷地方。1985 年元月，刘传义被招

聘到平林镇财政所，面对家乡贫穷落后面貌，他

没有贪图安逸，毅然决定到更艰苦、更需要人的

地方去磨炼自己。他在征得组织上同意后，来到

平林镇新集乡负责那里的农财工作。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初来乍到，刘传义对

新集比较陌生。为了掌握全乡基本情况，在新集

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对新集乡九个村的税源分布、农业产业结构情

况进行了调查，他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摸清了

全乡 2 700 多户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纳税户的

生产情况，走访了 150 户工商各税纳税户。接

着，又对新集的经济、文化、地理环境进行了全

面调查分析，寻找症结，选择突破口。发现新集

乡有“四个有利”条件，即：山林资源丰富，有利

于发展食用菌生产；全乡山场面积有 2 万亩，山

区草坡多，有利于发展养殖业；气候差别大，有

利于建立多种经营基地；全乡拥有 8 000 多亩

耕地，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挖掘粮食总产潜

力。由此，他想新集的出路应该是利用资源优

势，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五养（即养猪、养牛、养

羊、养鸡、养蚕）、五种（即种桑、种茶、种果、种

烟、种香菇）；推广农业科技，提高粮食产量。他

把调查的情况向当时的乡政府作了汇报，为乡

政府制定《发展新集经济，实现脱贫致富的 十年

规划》提供了依据。

刘传义按照乡政府的发展规划，帮助山区

人民从认识优势入手，开发利用资源。为了帮助

发展香菇生产，使农民尽快掌握这方面的资料

和信息，他自费购买《食用菌栽培技术》、《怎样

栽培香菇》和《农村家庭种植业手册》等技术资

料，虚心学习，潜心钻研菌类生产技术，并热心

传授给农民。他采取边示范边引导的办法，在吴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集村动员 20 多户农民种香菇，创办 了第一个香

菇试验村。种植香菇，技术和菌种是难题，资金

是关键。为此，他把准备结婚的 1 500 元现金拿

出来，购买菌种和香菇栽培技 术资料，又 从随

州、京山请来技术人员，深入到试点农户家进行

技术指导，教农户怎样砍杆、断桐、打眼、点种以

及如何管理。第二年，试种的香菇的 20 多户农

民户平收入达到 800 元以上，并主动交纳特产

税 500 元。一花引来百花开，全 乡人民 开始思

索、开始动心，陆陆续续地走上了种香菇的致富

之路。到 1993 年，新集种植香菇的农 户达到

400 多户，点种 80 万桐，收入 25 万元。

作为山区人民的儿子，刘传义对山区 人民

有着一种无比热爱的心情。不管什么时候 ，在什

么地方，他都时刻想着帮助山区 人民脱贫致富。

1993 年，在吴集清收农业税时了解到，该村 有

一片 20 多亩的成林茶园由于无专 人管理而荒

芜。他现场查看后，觉得仍有发展前途，从土质、

气候，以 及背风向阳的地理环境来看，都是适 应

茶村生长的。于是，他便找到村支书和村主任商

量，并从财政所申请了 4 000 元周转金，帮助购

买了化肥、农药，对茶园周围的荒山进行了 开挖

抽槽，还从邻近的 乡镇调剂一台烘干机和揉捻

机，想方设法做好茶园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去年，该茶园的炒青在全镇评比中名列前茅，实

现产值 2 万多元，利税 4 000 多元。为此，村民

们称他为“山区人民的知心人”。

刘传义深感一名财政干部必须具有高度的

责任心。在工作中，总是在生财上狠下功夫，花

大气力，积极协助办厂、开店，想方设法帮助山

区 人民增加收入，广辟财源。1992 年，由于压缩

基建规模，砖瓦行业处于低谷阶段，大量产品积

压销不出去，全镇一家效益较好的砖瓦厂，眼看

就要关机停产，他积极帮助该厂排忧解难，主动

当起 了砖厂的义务推销员，利用财政联系面广

的优势，先后跑到宜城的板桥、田集，随州的双

河、洪山等地 去推销，两个月，跑了 40 多个单

位，共推销红砖两百多万块，价值 10 万多元。销

路虽然通了，但是砖厂又无钱买煤。到哪里去帮

助借款呢？他东借西凑了 2 000 元资金，帮助购

煤 ，缓解了 暂时的困难。为了降低红砖生产成

本 ，增加利润，他积极建议砖厂办起了一个标米

厂。他 考虑，本地稻谷货源丰富，方圆十几里又

没有米 面 加工厂，所以 有较强的优势；此外，谷

壳 可以 用作烧砖的燃料，这样可以减少煤耗量，

降低红砖的成本，进行循环利用。去年该厂实现

产值 175 万元，利税 15 万元，生产成本较 上年

降低 15 %。

星移 斗转，日月交替。刘传义扎根在新集乡

这个偏远山区度过了九个春秋。为加快新集人

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先后扶持了砖瓦厂、拉丝

厂、预制厂、养蚕基地等 12 个村办企业和 125

家 个体户，提出合理化建议 20 多条；帮助农民

拓宽致富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取得了较为明显

的效 果；生产发展了，财源培植起来了，多年来，

他累计征收农 业四税 170 多万元，组织上多次

准备给他调换工作岗位，都被他拒绝了，他和山

区人民的感情在这执着的追求中日益升华。

简 讯·文摘

简讯  唐山市国债交易中心举办

纪念活动推动国债事业更好地发展

今年 6 月 16 日，是河北省唐山市国债交易中心成

立三周年纪念日，为推动国债事业发展，当日该中心举

办了纪念活动，并向 见义勇为基金会捐款。

唐山市委、市政府和市人大、政协的领导同志参 加

了这项活动 。 市政府和市财政局的领导同志以及国债

交 易中心经理讲了话。

参加这次活动的同志，回顾了市国债交易中心三

年 来的工作 和取得的成绩，并认为，国债和国债市场是

财政政策 与货币金融政策的重要结合点，是财政筹集

国家建设资金的长期稳定的手段；发展国债事业，是建

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过程中一项长期、重要的任务；为

此，国债交易中心要抓住机遇，总结工作，严格管理，提

供优质服务 ，促使国债工作朝着“专业化、规范化、整体

化”的方向发展。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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