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没经过所长同意，也 不符合预算管理制度，可

病人又急需用钱，怎么办？思来想去，我只好将

妻准备为我买“冰川”牌羽绒服的钱借给 了这位

老同志。我计划内的“冰川”就这样“冰释”了。
1991 年元 月，为 了治理 集镇卫生，乡政府

决定聘请两名清洁工，并向各工商企业收 取 少

量卫生费。由 于有关领导和部门忽视财政法规，

竞用白条收 费。我发现这一情况后，马上 向所长

汇报了这件事情的危害性，并及时向市局反映，

赶印 了统一收 费票证，使白条问题得以 纠正 。

去年我兼任国债发行、兑付、转让业务。一

天，我的一个亲戚提着两瓶酒来到我家，要我将

转让进来的国库券转手给 他，并说 收 益可以 三

七分成。我对他说 ：“公 鸡下蛋——办不到。”他

悻悻地走了。第二 天，我又去他家解释，讲清道

理，并劝他不要搞黑市交易，他终于心悦诚服地

说：“你真象根‘篱笆桩’。”
（郭道平整理）

在财政战线上

“工程兵
”中 一功臣

——记财政干部陈明海在

桐树淌村扶贫的事迹

杜有荣  程宝林  王 丽

众所周知 ，工程兵是军队 中最艰苦的兵种，

他 们逢山 开道，遇水 架桥，用心血 和汗水换 得

“天堑变通途”。如 今，人们把农村扶贫工作也形

象地称为“扶贫工程”。湖北省南漳县财政局的

陈明海同志就是这浩大“扶贫工程”中的一位功

臣。

今年 39 岁的陈明海，虽 说 长着一副贵人

像，可他 一直是个“兵”。从 1972 年入伍，他当 了

15 年的 工程 兵，铺路 架桥，历尽 了千辛万 苦。

1987 年退伍 回 家后，他被安排到 南 漳县财政

局。战友们都羡慕他进了“金窝”，可他却自愿到

“穷窝”去，继续当他的“工程兵”。下 乡驻点，一

驻就是几 年。去年他刚回 到局里，又要求到新扶

贫点肖堰镇的最贫穷的枯山岗——桐树淌村搞

扶贫。用他的话说：“在部队 我是架桥修路的工

程兵，在地 方我要成为一名帮农民脱贫致富的

工程兵，我这辈子大概与工程兵有缘。”

进村第一天，正 碰上村里召开修路动 员会，

会上 他只 简单地说 了几 句：“我叫陈明海，来和

大家一起修路，划线、定路、安全有我老陈负责，

今天下午就 开始 动工。”当 天下午，施工在雪雨

中开始 了。老陈从东跑到西，从西跑到东，脚指

甲都被石头碰掉了，但 他拐着脚仍在跑。工程花

了 10 天时间，老陈也 在工地忙碌了 10 天。路修

好 了，老陈与群众的心也贴近了。

在桐树淌最艰难的事要算吃水 了。尽管这

里有十几 口 水井，但是由 于长期没有维修，下雨

井就 满，雨停井即干，多 少年来，人们宁愿耗 费

很多精力 和时间到 10 里外的漳河取 水，也 不愿

修井。老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和村组干部一

道走 乡串户，动 员大家出工出 力 共同修好村里

的五 口 大蓄水池。该村二组有一口 大水井，解放

前原为地主所用。据说，打井时，由于地主太吝

啬，连工钱都不给，老石 匠在井底埋 了三把筷

子，结果，这口 井没用多久就 蓄不住水了。老陈

不信邪，非要这口 井装水不可，他亲自拿着钢钎

钻井底，砌石 墙，寻找那些木筷子，终于在井底

和井壁上 找出了早已腐烂的筷子。为 了修这口

水井，他召开了三次 小 组会，做思想工作，动 员

大家。动工的 第一天，天 气阴沉沉的，老陈吃罢

早饭就上 了工地，并亲自指挥，跑上跑下，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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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亦乐乎。正 在关键时刻，突降大雨，老陈知 道

若此时一散，再召齐人马很难，于是他 坚持在雨

中继续干。村民们 见陈明海没走，也 都留下 来。

大家耐心地 勾缝、道底、收 浆，到 完工已是半夜

了。望着井中那一池 碧水，陈明海和大家的脸上

都露出了满意的 笑容。

桐树淌 地处偏远，“种田 为混个肚 儿 圆，养

猪好过年，养鸡下蛋换盐钱”的观念严重束缚着

人们脱贫致富的手脚。有个农民叫伍吉根，家里

人口 多，粮食不够吃，更没钱买油盐。村里想帮

他 致 富，劝 他 抽一亩地作桑园，他死活 不愿意，

并扬言“谁要动他的地，就打断谁的手”。老陈不

怕，三次 上 门做 工作，把帐 算给 他听：一亩地 一

年只收 入 1 000 多斤粮食，折价 300 元，除去化

肥、农 药、种子钱及上 交的税款，最多 才落得百

来元钱。如 果抽槽养蚕一亩地能喂养 4 张纸，可

收 入 1 000 元左右，减去成本、税收 ，可净赚 700

元，而且植桑是一次 性 投 入，长期受益，还可以

套作其它经济作物。精诚所至，金石 为开。在老

陈的诚心劝 导下，伍 吉根再也 忍不住 了：“陈同

志，你什么也 别说 了，明天我就 抽糟。”第二天一

早，伍吉根带着全家老小 下地时，老陈早已在地

里打好了线……

桐树淌的农民服老陈有三条：一是他 办事

果断、干脆；二是他做 事踏实、为人实在；三是他

作风过硬，不讲空话。对群众的愿望，老陈总是

千方百计地去满足。许多农民反映，桐树淌 已有

五 六 年没放过一场电影 了。于是，老陈下山 找镇

长、找书记，把电影队 搬上 了山。劳动之余看看

电影，听听歌曲，娱 乐娱 乐，人们的干劲也 更足

了。本来要修 1 个 月的路 只 用 了 10 天时间，修

了 8 口 水 井只用 了 1 个 月，80 亩地的抽糟任务

也 只用 了半个 月。陈明海就是这样心贴着群众

的心，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

简讯·书讯·文摘
《中国财政年鉴》特约

通讯员会议在宁波召开

1993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财政部《中国财政年

鉴》编委会在宁波市召开了《中国财政年鉴》特约通讯

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

列市、经济特区财政厅（局）的同志共 60 多人。这次会

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和交流 1992 年财政年鉴编写工

作经验，讨论《中国财政年鉴（1993）编辑大纲》，部署落

实 1993 年年鉴编写任务。财政部特聘顾问、《中国财政

年鉴》编委会主任田一农到会讲了话。

会议还对提供较高质量稿件的单位发了奖。获得

一等奖的有黑龙江、河北、北京、福建等省市财政厅

（局）；获得二等奖的有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

徽、江西、河南、贵州、陕西等省市财政厅（局）和宁波、

汕头市财政局；获得三等奖的有山西、湖北、湖南、云

南、青海、宁夏、等省（自治区）财政厅和西安、厦门市财

政局。  （年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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