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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市财政局
为什么砸“金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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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 市财政局

湖北省丹 江口 市财政局 1992 年 10 月 26 日 对内

部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 11 个科（室）裁减为

6 个，把全局在岗的 77 名干部职 工 减少到 52 人，分流

1/3 的干部到经济实体；中层干部正 副职由 19 人精简

为 16 人，有 3 名办事 员通过民主选举走上 中层干部岗

位。

人们常 把 财政部门的 干部职工喻为 端“金饭 碗”

的，言下之意是他们没有旱涝之 灾，没有丰欠之 忧。那

么，丹 江口 市财政局机关干部为什么主动砸 自 己的“金

饭碗”呢？

市财政局领导和职工说，他们搞内部机构改革，主

要原因 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财政局内部体制的

分析。市财政局在编干部多达 77 人，比 1983 年机构改

革时增加了 32 人；内设科室和市政府挂靠单位 16 个，

比 1983 年机构改革时增加了 9 个。存在着内设机构重

叠，人浮于事，效率不

高的问题。另一方面

是 对 外部情 况 的 透

析。全市吃财政饭的

行政人员居 高不 下，

每年增加数在 500 人

以 上 ，行政事 业 经 费

每 年 以 11.3 %的 速

度递增，1991 年行政

事业经费支出占财政

总支出的 58.2% ，如

果不 采取 得 力 措施，

财政将不堪重负。在

这种情况 下，作 为政

府管财理财的市财政

局，更要从自己做起，为全市行政事 业单位精简机构、

分流干部带个头。

为 了保证内部机构改革 顺利进行，市财政局成立

了精简机构、分流 干部领导小 组 ，下 设 办公 室，负责制

定总体方案。总体方案的基本原则是：按照市委“合并

一批，转移一批，消肿一批”的要求，在原定编制的基础

上 压缩 10—20%的人员，达到机构精简，队 伍 精干，转

变作风，提 高效率的改革目标。具体调整方案是把原预

算科、行财科合并，设 置预算科；原工交企业财务科、商

贸科和外经科合并，设 置企业财务管理科；原农财科和

农税 科合并，设 置农财农税 征 管科；原人事教育科、监

察科和局工会合并，设 置人事监察科；保留综合计划科

和局办公 室；市政府挂靠的“三 查办”、“社控 办”合并办

公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市人民检察院财政检察室财

政定员1 人；局党政领导职数（书记、正 副局长、纪检组

长）5 人。

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他们主要做 了三方面工作：一

是以 无记名投 票方 式推荐各科室 和二 级 单位的 负责

人。按照新机构设 置确定正 副干部职数，不提 候选人，

只提 干部条件，由群众投 票选举。原来的科室 负责人，

按 照 干部管理权限，由 组织、人事部门先行免去职务，

都以 普通干部的身份参加选举。二是局党支部对被推

荐人员经过认真考核、综合分析、择优选用，确定各科

室和二级 单位 负责人，并张榜公布。由局长向被聘者颁

发聘任证书，聘任期限 为三年。从现有选用 干部看，全

部是得票较多的同志。三是按 照双向选择的要求，聘用

科室 和二级 单位 工 作人员。聘用工作分两轮进行。第一

轮，由 各科室和二 级 单位 负责人按定 员人数先从本科

室和二级 单位原有人员中选聘，并公 布受聘者，被聘人

有权不接受聘用，可

以 参加 第二 轮 其 它

科 室 和二 级 单位 选

聘。第二轮，科室 和

二 级 单位 如 未达到

定 员人数的，可以 从

第一轮 落聘人 员中

选聘。所 有被 聘任

（用）的干部职工，一

律实行试 用期，试 用

期为半年。

市 财政局较 成

功 地 进 行 了精 简机

构、干 部 分 流 的 改

革，为我们提供 了一

些可贵的经验和启示：

第一、机构改革不只是进行机构减并，更重要的是

随之转变职能和理顺关系，原农税科和农财科，一个管

收 ，一个管支。两科合并后，工作人员由 原来 12人减少

到 7 人，并实现 了收 支管并举，予取结合，不仅 有利于

农业四 税的征管入库，也有利于使用好各项农业资金，

提 高效益。

第二、机构改革应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和淘汰机 制，

实现人才合理流动和人员最佳结合。市财政局采用兵

选将、将点兵的双向选择办法，把一批群众信得过的人

推向中层干部岗位，使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脱

颖而出。同时为更多的人创造了选择适合自己工作岗

位的机会。

第三、机构改革必须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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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在方案实施前后，市财政局先后召开了党员生活

会，干部动 员会，原任科长（主任）座谈会，所长（经理）

座谈会，具有大中专文凭的干部座谈会，团 员青年座谈

会等。经过反复动 员座谈，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干部职

工的理解和支持，有不少同志还写 了保证书。当部分中

层干部下调任职和办 事员分流到实体中去的时候，局

领导分工负责，找他 们交心谈心，鼓励 他 们放下 包袱，

轻装上 阵。由 于思想政 治工作做到每个人的心头，改革

进行得很顺利。

第四 、为干部分流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在改革

方案出台之 前，市财政局就 开始 着手创办经济实体，将

原投 资管理所、武 当山财会培训中心、国债服务部由 事

业单位转为经济实体。这样就 为干部分流找到了出路，

也 为有志于经商的同志提供了一展才华的天地。

第五、精简机构、分流干部不能看作是一个部门的

事，而是要上下左右支持，四 面八方配合。市财政局机

构改革得到 了市委、市政府和上 级 主管部门的大 力支

持，得到了市直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市委书记和市长

亲自过问，撑腰壮胆，体改部门及时给 予论证批复，组

织部门和人事部门亲临现场指导。由 于领导重视，相关

部门支持配 合，从而保证改革在公开、平等、竞争的环

境中顺利进行。

在财政战线上

改革财政用人制度

刘 翔

“能挑千斤担，不挑九 百九。”这句话是人们对湖北

省汉川县财政局七 月份实行人事制度改革以 来干部职

工新风貌的描述。

汉 川县财政局下设 14 个股 室，管辖 28 个 乡、镇、

场财政 所，共有干部职工 404 人。由 于范围 广，人员分

散，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经济状况 差异大，人员素质参

差不齐，给人事管理带来诸多困难，因而出现了少数基

层领导之 间闹纠纷，劲不往一处使；干好 干坏、干多 干

少一个样；制度难落实，奖惩难兑现；办事效率低 等不

良现象。为此，财政局大胆借鉴企业全员合同制改革的

先进经验，结合本系统实际，打破行政单位 用人的传统

模式，率先实行了全员聘用制。

全员聘用 制采取局长聘股（所）长，股（所）长聘副

股（所）长和组 长，组 长聘组 员的 办法。建立 了“三 岗

制”——上 岗、试岗、待岗。并辅之 以 百分考核制度，将

工作任 务、责任 、分配、奖惩全部量化，层层订 立 责任

状，使考核有标 准，约束有依据，保 证了用人新机制的

贯彻执行。全县 389 人实行聘用制。其中聘股（所）长 64

人，落聘副所长 1 人。上 岗 380 人，占总人数的 94%；试

岗 6 人，占总人数的 1
.
4%；待岗 3人，占总人数 0.7%。

这次 改革 突出 了“一快”、“二 严”、“三破”的特点：

所谓“一快”是指加快人才更新。全员聘用制实行一年

一聘，也 可根据平时表现 和工 作成绩随时解聘、受聘，

便于发现人才，把 业务熟、能力 强、会管理、有开拓创新

精神的年轻干部提拔 到领导岗位，增强基层领导班子

的生机和活 力。所谓“二严”，一是奖惩制度严，如 脉旺

财政所在考勤方面，规定月 工 作日 25 天，超一奖二，缺

一罚三的管理办法；二是制度执行严，对有抹牌赌博、

超计划生育、贪污挪用、打架斗殴、不服从组 织分工、严

重不 负责任、无故 旷工等违纪行为的人员一律予以 待

岗。根据这项规定，现 已对 3人作出待岗处理，另除名 1

人。所谓“三破”，一是破用人界线。改革打破了国家干

部、职工、合同工、计划外用工地位不等，同工不同酬的

界线，实 行公 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同 工同 酬的办

法，调动 了广大人员的 工 作积极性，增强 了竞争意识，

使大 家都能挑重担。二是破分配方式。打破了“工资熬

年头，奖金一样多”的旧 分配方式，实行责大酬多的办

法，拉 开分配 档次。如 所长奖金 高于 人平 奖金 10—

15%；副所长高于人平奖金 7—10%；组长高于人平奖

金 5— 7%。增强了责任 感，使大家愿意挑重担。三是破

管理 办法。对试岗、待岗人员在县财校集中学习一个

月，提 高政治觉悟和业务素质，再试 用两个 月，合格后

方可上岗，否则继续待岗。通过学习培训，以 帮促 管，帮

管结合的办法，完善了用人制度，并做好 了试岗、待岗、

落聘人员的善后工作。

用人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干部职工之间的团结和协

作，增强 了紧迫感，调动 了他 们 工作的主 动性和积极

性 ，提 高了工 作效率。大伙都说：“改革把我们推到竞技

场，现 在，我们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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