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财政战线上

盐山的“好管家”

——唐振国
周喜俊

还未和他谋面，我就见到了那精致的获奖

证书和金灿灿的奖章，证书上“唐振国同志全国

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的大字让我肃然起敬。

未和他交谈之前，我先看了他的工作简历。

从 1972 年 3 月至今，他当过工人、税收员、县政

府机关会计、县税务局副局长、局长、县财政局

局长。他的同 事们告诉我，在同龄人中，他提拔

得最快，但周围没 人不服，因为他是从基层一步

一个脚印干出来的。

当我踏进河北省盐山县财政局的一刹那，

不由被眼前的一切所折服，这里的环境如此洁

净、整齐，没有华丽的陈设，却给人一种优美、舒

畅的感觉；这里的工作气氛紧张而有秩序，没有

热火朝天的场面，却洋溢着一股勃勃向上的朝

气。顿时，对我的主人公增添了几分发自内心的

敬重和好奇。

当我见到唐振国的一瞬间，不由从心底发

出了疑问，这就是受到各级组织表彰，受到同事

们拥戴的唐振国？他朴实的装束，谦虚的态度，

文雅的举止，单薄的身体，使我一时难以把他和

同志们讲述的那位大刀阔斧生财，勤勤恳恳聚

财，铁面无私用财的“财神”划等号。可他确实是

盐山县的“好管家”。

35 岁，是人生的黄金季节。当时的唐振国，

在盐山县税务局长的岗位上正干得有声有色。

各级组织的嘉奖，上级税务部门的重视，使他如

鱼得水。就在他憧憬着辉煌未来的时候，县委一

纸调令，让他出任盐山县财政局局长。他虽然难

以割舍自己熟悉的工作，但他更懂得共产党员

的 天职就是服从。

1989 年 12 月，唐振国上任了。迎接他的，

不是鲜花、笑脸，而是 223 万元的财政赤字。背

着这沉重的包袱，面对全县 7 000 多名干部的

开 支，目睹县长们在 50 年代建的办公室里办公

的现状，唐振国明白肩头的担子有多重。

清晨，同志们都还没有上班，他已坐在办公

室开始翻阅有关财政管理的书籍；深夜，妻子早

已入睡，他仍望着房顶思索财政工作的出路。他

知道，盐山县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薄弱，几

十年来 直靠国家补贴过日子。如何在这块贫

脊的土地上挖掘财源，迅速增加财政收入，为全

县的经济建设服务？他在书本上翻找，在现实中

寻觅，情急之 下，他不由想到了自己熟悉的税务

工作。

唐振国在税务部门工作了 16 年。为税收，

他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的企业，对他们的情况

了如指掌。这些企业是聚财的基地，他们经营得

好坏，直接关系着财政收入状况。而这些企业

中，因 人员素质较差，有的帐目混乱，有的经营

无方，还有的违法乱纪。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企

业的发展，影响了财政收入。如果充分发挥财政

系统广大干部懂核算、会管理、联系面广等特

点，帮助这些企业改变现状……经过反复思考、

论证，他在脑海里勾划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那是 一次不同寻常的局务会，当唐振国有

条 有理地把自己的设想谈出之后，人们全都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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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了，他们惊叹这位年轻局长怎会这么快就进

入了角色，而且上手就抓住了“牛鼻子”。

1990 年初，由唐振国亲自挂帅开展的“100

名财政干部，扶持 100 户企业，年增创利税 100

万元”的促产增收“三个一”活动拉开了序幕。为

使这项活动经常化、制度化，他亲自起草了《盐

山县财政系统促产工作制度》和《促产增收考核

验收标准》，并成立了“促产增收领导小组”和

“促产增收办公室”，明确专人具体负责这项工

作。为准确把握促产增收工作重点，他又提出：

为企业献计献策，当好“参谋”；为企业牵线搭

桥，当好“红娘”；为企业培训会计，当好“辅导

员”；为企业及时诊断，当好“医生”；为企业合法

经营，当好“监督员”和“五为五当”服务措施。

作为这项活动的决策人和领导者，唐振国

深知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于是，他首先选定了

县焊接设备厂作为自己的促产点。这个厂的厂

长在生产管理上有能力，但在经济核算和财政

管理上却是外行。加上这是个规模较小的县办

集体企业。知名度低，产品都是通过机电公司代

销，货款回收缓慢，影响了资金周转，使企业长

期处于亏损状态。唐振国在帮他们清理帐目的

同时，还帮他们调整经营思路。在他的指点下，

这个厂在秦皇岛召开了产品展销会，用户一次

订货 30 多万元，产品一下打开了销路。厂长高

兴地说：“过去我只在生产和质量上下功夫，但

在销路上却没有‘招数’，你给我指的这一步棋

算是走对了。”

产品有了销路，生产规模却受到了限制。唐

振国通过大量调查研究，认为这个企业的产品

市场潜力很大，应该紧紧抓住不放。于是，他积

极向县委、县政府提出把这个厂发展成县办国

有企业的建议，同时，又多方筹借资金 80 万元，

重新建了厂房，增添了设备，扩大了生产规模，

使生产能力比原来增长了一倍半，当年实现产

值 505 万元，年增创利税 30 多万元，为县财政

注入了新的活力。

身教胜于言教。唐振国的实际行动，直接影

响着财政系统的全体职工。从县财政局到乡财

政所，没有一人不为促产增收活动尽心尽力。马

村乡砖厂，因经营不善，财务制度混乱，连年亏

损。乡财政所的两名同志把这个厂当成促产点，

帮他们完善制度，管理财务，还帮他们搞技术革

新，使这个企业迅速扭亏为盈，当年创利税近

10 万元，成为盐山县砖瓦行业中效益最好的一

个企业。

急企业所急，帮企业所需。把有限的资金投

放到最有效益的地方，做到有的放矢，这是唐振

国的指导思想。盐山镇后刘村第二冲压厂，是个

生产弯头的村办企业，过去年产值都在 100 万

元左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的变化，他

们已明显感到力不从心。1992 年在广州遇到一

笔 80 万元的生意，如果接这份合同就急需 20

万元上一个 500 吨的冲床。否则，到嘴的肥肉只

得放弃，厂长非常着急，来找唐振国想办法，唐

振国经过调查分析，认为这是一个有发展前途

的企业，应大胆支持，从财政间歇资金中拿出

20 万元，使这个企业扩大了经营规模，当年产

值翻了一番，利税翻了两番。如今这个村办企业

已发展成镇办企业。

扎扎实实的促产增收活动，不知加大了多

少工作量，但同志们没一个有怨言的，因为唐振

国这位“当家人”首先做出了表率。这项活动密

切了干群关系，提高了财政干部在人民群众中

的威望，同时也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为培植梯型

财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这项活动不仅在

河北省产生了轰动，而且在全国财政系统也有

较大反响。湖北、贵阳、北京等十几个团体先后

到盐山县参观取经。看到这一切，那一个个不眠

之夜思索的辛苦，那一次次风雨中奔波的艰难

都已抛在了脑后。作为一名财政局长，唐振国只

有发自内心的欣喜。

唐振国和他的财政促产队伍使那么多濒临

倒闭的厂子起死回生，又为那么多半死不活的

企业注入了活力。在不少人眼里，他是一个无所

不能的“财神爷”，财政局也成了引人瞩目的“风

水宝地”。一些老同学、老同事、熟人老乡、亲戚

朋友纷纷登门，好听话，难听话，红脸儿，黑脸

儿，阴阳脸儿，都冲他来了，目的只有一个——

要钱。人们只知道他既有权又有钱，可谁又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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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家难当”的滋味儿？谁又理解他这个“大管

家”的苦衷呢？

他忘不了那一次，在农村的姨表兄来找他，

说承包了一个养鱼池，要唐振国帮着借 5 000

元周转金，唐振国拒绝了。没想到第二天姨表兄

把姨妈给搬来了。老人见面毫不客气，开口就

说：“外甥，我求你来了。人家都说朝中有人好办

事，你是管钱的，借几千块钱给我转转弯总不是

什么为难事吧？别说是公家的钱，就是你自己

的，凭着姨这张老脸你也不能不给！”唐振国忙

陪着笑脸解释：“姨，要是我自己的就好说了，可

我管的是公家的钱，动用公家的钱是有规定

的。”母亲在一旁插了话：“什么规定不规定？你

小时候你姨背你抱你，给 你缝衣服做鞋袜的时

候你咋不讲规定？如今你长大成人了，跟你姨还

讲规定，摆架子？”面对两位老人咄咄逼人的目

光，想想姨对自己的万般恩情，唐振国好为难，

为了不激化矛盾，他让姨先回去，并告诉她，钱

随后就送到。姨以 为唐振国开了“窍”，很高兴。

她走后，唐振国和妻子经过商量，决定把自己家

准备买家具的 2 000 元送去。那日，当妻子把钱

送到老人手中，并按着唐振国吩咐的话告诉她：

“ 如果钱不够，我们再向亲戚朋友给你借点，但

公家的钱是坚决不能借给的！”老人听完这掏心

窝的话，手捧那 2 000 元钱哭了。她说：“外甥做

得对，他是给全县人当家的，心里应该想着大伙

儿，我不该让他为难”。

他更忘不了那一次，一位老上级来找他，张

口就要 10 000 元修车费。唐振国经过了解，得

知老上级是想借修车之名装空调，所以就反复

解释资金紧张，应先解燃眉之急。……最后落个

不欢而散。

在正确处理权、钱、情的关系中，唐振国不

知得罪了多少人。但他相信，大多数人会理解自

己的。因为自己上任以来，全县企业利税连年增

长，行政支出持续膨胀的局面得到了控制，教

育、卫生、城建等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全

县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看到学生们走进漂亮

的大楼读书；看到患者能在医疗设施齐全的医

院就诊；看到大小车辆在新拓宽的公路上奔驰，

他想，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把从自己手中抠

不出钱的怨恨化为一缕轻烟。唐振国常说：“我

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只有全心全意为全

县人民服务，才对得起党和人民，才对得起自己

的良心”。为防止滥用权力，他亲手制定了《廉政

工作程序》、《廉政为民措施》等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制度。为使财政这个与金钱挂钩最紧的行业

中每个人的行动都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财政

局特设了举报箱、举报电话，选聘了 29 名作风

正、责任心强的同志担任廉政监督员，定期收集

情况。通过政务公开栏，将周转金发放、农业税

征收、各项经费的分配使用公布于众，从根本上

杜绝了资金投放中的违法违纪和不廉洁现象的

发生。在他的带动下，全县财政系统干部个个严

以律己，在群众中树立起了良好形象。1990 年

盐山县委、县政府向全县提出了“县直学财政

局、乡镇学财政所”的口号。他所领导的县财政

局先后 9 次被省地有关部门命名为“先进集

体”、“文明单位”。

唐振国是一名合格的财政局长，作为局长

应该想的他都想到了。局里几个老同志的子女

自费上大学，毕业后不包分配，父母急得团团

转。他知道后，悄悄去帮他们联系工作单位。等

几个孩子一一接到上班的通知时，他们才知道

是唐振国从中帮了忙。几个老同志激动地说：

“我们要是不拼命工作，就对不起振国”。

县财政紧张，盖不起宿舍楼。局里好多年轻

人分不上房。为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唐振国

发动大家集资 100 多万元盖了 40 套单元房。青

年人高兴地说：“唐局长不光是全县人民的好管

家，也是我们的当家人，什么事都替我们想到

了”。

正因为他对大家的关心，才换取了众人对

他的拥戴，使财政系统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共同为盐山县的经济建设出谋划策 ，尽职

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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