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培养”，即培养有理想、多技能的新型人才。一

是加强思想教育。组织干部职工到革命老区临沂九间

棚和龙口下丁家村等地进行参观专访，进行革命传统

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结合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

断强化机关干部的市场经济意识、管理服务意识和争

创一流意识。为了使思想教育入脑、入心，收到实效，先

后树立起清正廉洁、见义勇为、“老黄牛”式的干部典

型，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积极搞好典型引路教

育，促进全局人人学典型、争当先进的气氛。二是加强

文化、业务培训。局里对每个工作人员制订了学历达标

计划，规定 40 岁以下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工作人员，

必须在 1996 年之前达标，全局先后有 68 名同志参加

了函大、电大、职大等高等教育的学习。局里还通过组

织各种业务培训班、新老同志“结对子”帮带、举办业务

比赛等形式，强化对青年干部的培训，促其早日成才。

三是加强岗位技能培训。根据现代化建设需要，局里着

眼提高机关人员素质，超前计划，分步实施，通过多种

途径和形式，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性人才。目前全局 40

岁以下的工作人员中有 55%的人员能够使用“四通”打

字，60%的人员可以进行微机操作，80%的人员达到了

初级以上英语水平。此外，局里还经常开展文体活动，

活跃机关生活，增加干部队伍的向心力、凝聚力，使机

关保持奋发向上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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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振义同志 1958 年参加工作，自 1978 年任原莱

芜市财政局局长兼党支部书记。1993年莱芜升为地级

市后担任莱芜市财政税务局副局长。十几年来，他任劳

任怨，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坚持两

个文明一起抓，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支持生产，不断强

化管理，使财政路子越走越宽，财政工作越做越活。

1992 年财政收入完成 14 174 万元，比 1991 年增长

16.27% ，连续六年实现收支平衡。秦振义同志 1988 年

被市政府授予“劳动模范”，1989 年被省政府命名为财

税系统先进工作者，1993 年被评为全国财政系统先进

工作者。

勤
秦振义同志曾在基层担任过领导职务，每到一处，

都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于工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到财政局任职后，他常说：我是一名党员，又是

一个班长，不仅自己要努力工作，更重要的是把大家的

积极性、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

体，才能保证各项工作的完成。在周围同志们的眼里，

他确实是为这个目标勤于实践的。

以身作则，带头实干。秦振义同志在十几年的财政

工作里，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跑遍了全市 30 个乡

镇，410 个企业，哪里困难大、问题多，他就出现在哪里。

财政周转金发放容易，回收难。前几年市局对原上游镇

投放周转金 8 万元，发展林业生产，由于周期长、效益

差，致使借款不能按期回收，秦振义同志亲自登门三番

五次地做工作，宣传党的财经政策，引导他们重合同守

信用，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如数收回了借款。秦

振义同志不仅在工作上以身作则，带头实干，而且积极

参与财政理论研究，1992 年他撰写的《莱芜市下放财权

的思考与实践》获《中国财经报》有奖征文一等奖，《财

政收入过亿，仍是吃饭财政怎么办？》一文得到了财政

专家和领导的好评，在中国记者协会和财政部联合举

办的首届财政好新闻评选中荣获二等奖。由于长期忘

我地工作，他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疾病，但从来

没有因此而影响工作。1991 年 4 月，他因突发心脏病住

了院，医生要他休息治疗几个疗程，可他只在医院住了

两天，病情一见好转就硬撑着身体赶到局里上班。在秦

振义同志的带领下，全局干部职工已养成了“白天工

作，晚上学习，当天工作不过夜”的习惯，经常加班加

点，不知将多少个夜晚、星期天、节假日，无私奉献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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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近几年，

思想政治工作一度被人们视为“软”的和“虚”的，受到

冷落和忽视。而秦振义同志却始终绷紧了思想政治工

作这根弦，在多年的财政工作中，经常针对社会上的一

些不良现象，紧密联系本局干部队伍的实际，开展丰富

多彩的教育，如形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廉政教育、纪

律教育等，广大干部职工的政治思想素质明显提高，人

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积极为财政改革献计献

策。在抓好全面教育的同时，他还利用谈心、对话等形

式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有个中专毕业的青年干部，

曾因打架斗殴受到处分后，一度消沉，破罐破摔。为此，

秦振义同志先后十多次找他谈心，帮他放下了思想包

袱，重新振作起来，并向党支部写了保证书。从此以后，

这个青年干部工作积极努力，勇挑重担，连续两年被评

为先进工作者和模范共青团员。

大胆使用干部，热心培养人才。秦振义同志坚持放

手大胆使用干部，热心培养人才，对于业务能力强、有

事业心、思想表现好的同志，让他们扛大梁，经受锻炼，

并积极建议提拔使用。几年来，先后推荐提拔副局级干

部 12 名，科长 14 名，向上级部门输送人才 6 名。同时，

他还有计划地输送青年干部到大专院校深造。1989 年

以来，先后有 17 人考入大专院校，有 25 人参加了电

大、业大、函大学习。由于他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全局

上下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学习气氛，培养出了一支有理

想、守纪律、作风硬、业务精的干部队伍。

创近几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秦振义同志带

领全局干部职工在财政收支任务重，增支因素多的情

况下，解放思想，勇于改革，不断创新，促进了莱芜市整

个财政工作的开展。

下放财权，强化乡镇政府职能。乡镇政权建立之

初，由于没有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束缚了乡镇政

府的手脚，制约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988 年，秦振

义同志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市委、市政府提出

了下放财权，使乡镇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建议，经

市委、市政府批准，按照“宜统则统，宜放则放，统放适

度”的原则，先后分 3 批将市直部门设在乡镇的 23 个

分支机构下放乡镇管理，共下放干部职工 13 500多名，

移交固定资产折款 1 100 万元，财政支出 1 500 万元。

同时，在乡镇普遍建立了财政所，实行了“定收定支，收

支挂钩，超收全留，欠收自补”的财政体制。

改革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入进行，莱芜市预算外资金迅速增加。但由于管理措

施不力，部分单位用预算外资金大搞基本建设，购买高

级轿车，甚至用于请客送礼。面对这种状况，秦振义同

志深感管好用好预算外资金是摆在财政部门面前的一

项重要任务。为此，1991 年初，他提出建议，对市乡两级

预算外资金在“专户储存，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础上，

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筹安排。实行这个办法后，年初安

排预算坚持做到定预算包干数、定预算外收入数、定总

支出数、定总结余数、定上交数、定专存项目或数额、定

奖罚。在预算执行中，实行了预算拨款与预算外专存资

金挂钩的办法，对不按规定内容专存资金的单位，停止

预算拨款。通过采取措施，每年节约预算拨款 740 万

元，增加上交资金 960万元。

发展财政信用，广泛筹集资金。近几年，资金严重

不足，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

筹集资金，发展生产，秦振义同志提出了发展财政信用

的设想。在多方面争取意见协调关系的基础上，于 1988

年 5 月初正式成立了全省第一家财政信用机构“莱芜

市财政信用资金管理处”。财政信用建立以来，他始终

亲自抓，不断拓宽了资金渠道。1990 年，他又积极帮助

基层建立多种形式的基金会、储金会。通过有效地聚集

社会闲散资金，并引导相互融通，合理使用，为财政支

持生产发展蓄集了资金力量。截至 1992 年，市财政部

门筹集使用资金 1.8亿元，扶持了 1 694 个生产项目，

增加产值 2.2亿元，利税 1 420 万元。

廉在几十年的工作中，秦振义同志牢记自己是名共

产党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被人们誉为“常在河边

走，就是不湿鞋”的好局长。

面对社会上盛行的送礼风，他作为掌握财权的局

长深知受腐蚀的危险，从不拿钱作交易。有些单位因特

殊情况需追加支出，他从不私自答复，坚持集体研究并

报领导批准。有些基层单位送来土特产，有的拒收，有

的被迫收下也是集体分配，按价收款，付给基层单位。

1992 年春节前夕，市直某企业领导人，为酬谢财政对他

们的资金支持，给秦振义同志送去了一套液化气炉和

部分过节的菜，秦振义同志严肃地说：“扶持企业发展

生产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不能以工作之便接收礼

物。”来人见他态度坚决，只好将礼物原封带回。

秦振义同志干财政工作十几年，下基层坚持吃便

饭，从来没有喝过一次酒。他常说：喝酒伤身体，坏感

情，误工作，费精力，有害而无利。1990 年市委、市政府

给他记大功一次，并发奖金 70 元，他认为工作是大家

干的，奖金应由大家共享，于是将 70 元奖金买了 46 个

茶杯，全体同志每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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