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财政战线上

以“老”相称的人
—— 记通州市财政局农财科副科长张瑞祥同志

马亚光  光 林

在江苏省通州市财政系统，有一个以“老”

而出名的人：平日里，上下左右都半开玩笑地称

他“张老”；看到他拟定的文件时，大家称他“老

笔”；乡村干部见了，称他“老熟人”；在处理棘手

问题时，大家称他“老解决”；他的妻子在背地称

他为“老不顾家”……

这个以“老”相称的人，就是虚岁刚刚 45的

通州市财政局农财科副科长张瑞祥。

张瑞祥何以拥有一大堆“老”字号的雅称？

（一）

张瑞祥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因为众所周

知的原因，品学兼优的他没能如愿读高中。“文

革”后，他凭着自己的那份灵气和才气，被一家

乡办厂看中，当上了会计，与算盘结下了不解之

缘。1981 年，通州市财政系统公开招聘干部，张

瑞祥又以优异的成绩应招。

上任伊始，领导上就把农税征收的重担交

给了他。他什么也没说，就接下了。通州偌大的

一个农业县，偌大一个农税征管的摊子，他一个

人顶着，一干就是 7 年。1988 年，科里增加了两

个新手，张瑞祥又揽下了“带徒”的任务，更是继

续没时没点地工作。大家都说，张瑞祥一个人干

几个人的事，是个大忙人，可张瑞祥总是笑道：

“忙一点有啥？我们是在为国家理财哩！”

张瑞祥的宿舍在办公室的楼上，在外人看

来，“连家店”可以给照顾家庭带来许多方便，可

正相反，他利用这个“地利”，上班比谁都早，下

班比谁都迟，节假日加班是家常便饭。有时正吃

着饭，就被人叫去到办公室接电话，接待来访。

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工作、处理问题，一下去就

是好几天，可每次回来，他都顾不上休息就钻进

了办公室，有时他已在办公室忙了半夜，他的爱

人和孩子还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超负荷的运

转，使身体本来就不很结实的他显得更加苍老、

憔悴。一些来办事的群众见到他那模样，就称他

为“老同志”，时间一长，“张老”竟成了他的代名

词。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张瑞祥不介意人们怎么

称呼自己，成天盘绕于他脑际的，是怎样确保及

时完成国家的税收任务，某某乡镇完成任务出

色有什么经验，哪些乡镇在征收工作上遇到了

麻烦需要他去帮助解决，对哪些受灾户的灾情

心里没底得到实地去了解，哪些“钉子户”得亲

自出马去拔，哪些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至于自

己的冠心病，年迈的父母亲，多病的妻子，正在

读书的孩子，他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

1992 年 7 月 19 日，他的爱人成茂兰心肌

炎突然复发，送医院抢救，输了 20 个小时的氧

气后才缓过气来。面对无力地躺在病床上的爱

妻，张瑞祥流泪了，他横下心来，调休十天，精心

护理。可是，当成茂兰稍有“转机”，他就“分心”

了。那天中午，他回家为妻子做饭，这时来了一

位农民向他打听受灾后减免农业税的有关手

续。他立即放下手里的菜刀，带这位农民到办公

室，一五一十地进行解释，直到对方明白了，又

留这位农民到家里吃饭，那农民高高兴兴地走

了。这时，张瑞祥才想起了妻子还在医院里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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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饭呢。

“他就是这样，‘老不顾家’！”那天，成茂兰

和我们谈起张瑞祥的这些“糊涂”事，笑着“嘣”

出了这么一句。

（二）

“税款的征收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一切

必须依法办事。”这是张瑞祥的口头禅。“该征收

的一分钱不能少，不该征收的一分钱也不要，该

减免的一定要如数免征。”这是张瑞祥在工作中

对己的要求。为了做到这一些，十多年来，张瑞

祥可以说碰够了钉子、吃够了苦头，也由此为国

家作出了高水平的贡献。

1991 年，通州市耕地占用税的征收工作遇

到了三个棘手的问题：通掘公路、市土管局新置

地开发公司和兴东机场三大工程共欠耕地占用

税 152.24 万元，占该年全市此项税收总任务的

32% 。

这几笔巨额税款该不该收？有关单位说不

该收。例如通掘公路工程，所欠的 85.66 万元，

对方就是不肯交，他们的理由是，此工程是南通

市市办项目，应向南通市征收；南通市财政局

说，这笔税款该向通州市交通局收；通州市交通

局说，这条过境公路的有关补贴他们还没有收

到，哪里有钱交？这个“皮球”被踢来踢去，就是

无人愿“接”。张瑞祥对照有关法规，认定此项税

款必须征收，而且分文不可减、缓，就毫不犹豫

地向通州市交通局发了《耕地占用税纳税通知

书》。市交通局不理解，要求打报告向省财政厅

申请免税，省财政厅明确答复：不能免，并将催

交入库的任务落实到通州市财政局。有了这把

“尚方宝剑”，张瑞祥的“腰板”更硬了。不久，他

获悉上级补贴的款项已经到了通州市交通局，

就与局预算科联系，在专项拨款中如数划拨了

税款，终于使这一块国税没有流失。

与此同时，凭着法规这个“后台”，张瑞祥如

数征到了兴东机场和通州市土管局新置土地开

发公司两家拖欠的耕地占用税 141.70 万元。

1987 年，国务院颁布的《耕地占用税暂行

条例》从当年 4 月 1 日起执行，但 10 月份才落

实到乡镇，这半年中的耕地占用行为便成了该

项纳税的尾欠，连同先前已下达的批文，全市尾

欠总数多达 244.4 万元，占该年度应征收税款

63.2%。怎样完成这项“牛过了河拉尾巴”的任

务？张瑞祥冥思苦想，决定先“投石问路”。经局

领导批准后，他先在平潮、西亭两个乡镇进行

“扫尾”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各乡镇推广。经过艰

苦细致的工作，全市于当年补征耕地占 用税

214.7 万，占应征数的 87.8%。有了这个经验，

1988年，全市顺利完成了当年应征的 161.2 万

元的任务。

“依法办事”，说起来并不难，但社会上总有

那么一些单位和个人不以法律法规为然，明明

应该承担的纳税义务，他们就是顶着不缴，成了

“钉子”。有些同志怕“钉子”，就一避二拖三上

交，一级一级的，终于交到了张瑞祥面前。

1986 年 11 月 28 日，海晏乡乡领导电话向

张瑞祥告急：该乡场西村某村民欠 36.95 元农

业税就是不肯交，村支部书记去收，被他追打，

已吓得不敢住在家里，乡党委书记亲自去收，他

也拒不理睬。

张瑞祥不怕困难，风尘扑扑赶到这位村民

的家里，轻言问纳税人：“你父亲每月享受多少

补助？”“15 元。”又问：“这钱是哪里来的？”“政

府给的。”再问：“政府的钱从哪里来的？”纳税人

无话可答了。张瑞祥抓紧这个时机，向他进行税

法教育，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纳税人服了，

当即卖了棉花，交足了所欠税款。第二年和第三

年，张瑞祥都去找他谈心，自那以后，他再没有

为交农业税闹过别扭。这个钉子一拔，全村的交

税任务年年在乡里领先，直到现在，无一年例

外。

“钉子”中还有一些是集体单位，对这类“碉

堡”，张瑞祥照样攻下来。1985 年 12 月 26 日，

新开镇财政所电告张瑞祥：“长征大队全大队农

业税至今分文未交！”张瑞祥放下电话听筒，立

即出发，赶到这紧挨长江边的“独立王国”（当时

这个大队不隶属任何乡镇，农业税由新开镇带

管），一了解果然全大队 176 户的 3591 元农业

税分文未交。经调查摸底，原来该大队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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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弟弟就是“ 钉子”，当哥哥的奈何不得弟

弟，于是在全大队百姓面前“嘴不响”，还有谁肯

从口袋里往外掏钱？掌握了这个“老底”，张瑞祥

就从支书的弟弟“开刀”：宣传税法，讲清道理，

交待政策，晓之以利害，从中午谈到天黑。起初，

对方十分傲慢 ，既不让座，也不倒茶，张瑞祥就

站着与他谈。围观旁听的不少群众受感动了，有

的送来 开水 ，有的则送来了所欠的税款，有的还

壮着胆帮着张瑞祥一起开导这位“硬汉”。后来，

他终于软了下来。接着，张瑞祥花了四天时间和

有关同志一道，挨家挨户做工作，终于分文不少

地将全大队所 欠的税款收了上来。后来，这 个大

队划归 了南通市。前不久，一位老同事告诉张瑞

祥：从那年以 后，这个大队（现已更名 为“长江

村”）再也没有发生过拖欠税款的现象。

由于经常拔“ 钉子”，所以“老解决”的雅号

就叫开了。也由于 人们经常见他出来处理这类

难事，大家就称他“老熟人”。

（三）

说不清是从哪一天起，张瑞祥成了通州市

农税工作的权威。大凡有关农税方面的政策规

定及人们的来信来访，局里几乎都由他“作出解

释”。张瑞祥的政策业务水平能够达到这个程

度，完全靠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孜孜不倦的学习。

“平心而论，如果不注意不断地充实自己，

我也真难以招架呢！”张瑞祥认真地说。

他的话是发自肺腑的。论文化程度，张瑞祥

只有初中毕 业，后来虽然在乡镇企业担任财会

工作，但是难度无法与在市财政局负责农业税

收工作相比。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张瑞祥开始了

自己的拼搏：关于农税方面的书，他一本一本地

读；关于农税工作的论文，他一篇一篇地学；关

于农税征收的经验文章，他一字一字地看。渐渐

地，他觉得自 己开始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

国”迈进。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仅满足于此还不

行，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财政干部，需要系统地学

习、掌握有关知识。他决定参加全国成人自学考

试，专攻财政专业。亲友们劝道：“年过不惑，何

苦再啃那么多书呢？”张瑞祥说：“为了取得税收

工作上的‘自由’！”

艰苦的学习，有力地提高了张瑞祥的政策

业务水平。他曾 4 次在县级、4 次在市级、2 次在

省级农业税收干部培训班上授课，学员达 700

多人次。1990 年，张瑞祥起草了《农业税征收管

理考核评比办法》，经市财政局领 导批发实施

后，各乡镇普遍反映，这个文件对加快农业税征

收进度及解决基层征收经费不足 ，都具有积极

的作用。一些内行人评论，张瑞祥 对农业税收工

作确实是内行。难怪人们称他为“老笔”。

张瑞祥迷恋 事业，领导和群众自然没有忘

记他。 13 年来，他 8 次被通州市财政局评为先

进工作 者，5 次被通州市市委、市政府授 予先进

工作者称号。

简讯·文摘简讯

  《中国财政年鉴》特约通讯员

会议在广西北海市召开

1994 年 4 月 4 日 至 7 日，《中国财政年 鉴》编 委会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召开了《中国财政年鉴》特约

通讯员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 1993 年财政年鉴编写工

作经验，讨论《中国财政 年鉴（199 4 ）编写大纲》，部署

1994 年年鉴编写任务。财政部副部长、《中国财政年鉴》

编委会主任李延龄到会讲话。

会议还对 1993 年财政年鉴编写工作做得好的财

政厅（ 局）进行 了表彰和奖励。获得一 等奖的有山东、江

西、内蒙 古；获得二等奖的 有河北、山西、上海、河南、广

东、青海和珠海；获得 三等奖的有辽宁、北京、黑龙江、

浙江、安徽、江苏、湖南、陕西、广西、宁夏和宁波市。

（年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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