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征收特产税 8 000 多元。

“人活着，就 是为他人生活得更美好”。杜中山把雷

锋的这段 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 此 来激励 自 己为人

民群众做好 事。毛李镇幸福村有个 80 多岁的孤寡老太

太，生活难以 自理。1991 年 10 月刚毕业不久的杜中山

走进了老大娘家，每个星期为她洗头、挑水，做 家务事。

老人屋前有 一 口 废弃的 鱼 塘，去年 年 初，小 杜 买 来

1 000多尾小 鱼 苗，放 在鱼 塘里，在鱼 塘周围种上 苏丹

草。只要小 杜 一有空，就 来给 鱼喂草，精心管理。到年

底，这口 小 鱼 塘产鱼 1 000 多斤。当看到这些活蹦乱跳

的鱼 ，大娘笑得合不拢嘴。

1992 年 12 月，荆门市预算决算会议在毛李财政所

召开，所里人手 少，没有人采购物资，小 杜就 主动 当上

了采购员。那几天连降大雪，小 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提着篮子上街买菜购物，到厨房帮助 洗碗 涮碟，晚上，

又 给每位与会同志提 来热气腾腾的开水。热情的工作

赢得了大家一致好评。

平时，杜中山 还给 自己订了一条规矩，每天提前半

小 时进办公 室，打扫卫生，提开水，夹报纸，脏活 累活抢

着干，从不间断。所里种了一些树，但 没有人专门管理，

他就 经常为树剪枝、除虫，让它们一年四 季葱葱郁郁。

杜中山最爱唱这样一首歌：几 度风雨，几度春秋 ，

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 志不言

愁……他常常这样激励 自 己，象雷锋那样，在平凡的岗

位上 有一分光，发一分热，为财政 事业做 出贡献。

简讯·书讯·文摘
简 讯  

宝

鸡
市
财
政

局
召

开
「
适
应
市
场
经
济

的
地
方
财
政

运
行
机
制
」
研
讨
会

晓鲁

8 月底，陕西省宝鸡市财政局邀

请部分专家、学者及基层财政部门

的同志召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地方财政运行机制”研讨会。会

上宝鸡市财政局局长李增邕同志提

出地方财政运行机制应有六个方面

的转变。

一是财政运作机制的转变。应

由过去的收支型、供给型向生产建

设经营型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

转变；由非规范化、非法制化向规范

化和法制化转变。

二是财政管理方式的转变。应

由对国有企业经营和财务活动的直

接管理方式向间接管理方式转变。

三是财政调控方式的转变。应

由传统的对经济结构的直接调控，

向通过一些中介性经济组织利用市

场竞争机制功能的间接调控方面转

变。

四是财政分配方式的转变。在

投资运用上应由过去的无偿分配和非商品性的有偿投

放，向无偿和有偿相结合即财政拨款、财政贴息、政策

性和经营性投资、参股控股等多元化的分配方式转变。

五是财政理财范围的转变。应由过去仅仅管理预

算内资金，向管理、运筹社会财力方面转变。

六是财政理财手段的转变。应由过去单纯依靠行

政手段的单一型，向行政、经济、法律手段相结合的复

合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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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县财政局深入开展

“公物还家”活动受群众称赞

彩万勇

最近，河南省沈丘县财政局在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中，采取措施，真抓实干，精心组织了全县 305 个行政

事业单位的“公物还家”活动，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在这

次活动中，清理收回职工占、欠公物 8 000 台件，价值

42 万元，占、欠公款 36万元，受到群众称赞。

长期以来，由于疏于管理，行政事业单位的财产管

理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单位家底不清，部分公物长期被

职工个人占用，离退休或调出单位的人员也不办理归

还手续，时间长了，造成丢失损坏，有的单位职工占、欠

公款很多，清查中发现一单位帐面职工欠公款金额高

达 4 万多元，欠款职工人数为总职工人数的 70% ，造成

单位资金困难，严重影响事业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沈

丘县财政局采取了 4 条有效措施：一是县财政局、各乡

镇和县直各单位层层建立组织，加强领导，成立了“公

物还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专人对行政事业

单位的现有财物逐件清点、造册、登记、摸清底子。二是

根据职工个人的借据，对职工所借的公物按型号、规

格、数量分类汇总成册；以帐面为依据，对职工占欠公

款进行逐笔核对，做到帐实相符。三是制订关于公物清

还的规定，发至个人，限期归还。四是查找死角，处理问

题，立章建制，防止清而不净和前清后乱。实践证明，这

些措施切实可行。群众都说：“财政局做了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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