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浚底泥的排放问题，确保万吨 级货轮通航和即将建成的

关港码头的正 常使用，交通部于 1988 年底与市政府商

定，联合投 资建设黄浦江第三排泥系统 工程，由 上 海市

负责南汇县海滨东滩排泥场的建设。按 某设计院方案

需投资 4 326 万元。在审定这一设计方案的过程中，老

张依据有关咨询材料，多次书面反映采用中潮滩围堤方

案，投 资大，效益差，建议改用在高潮滩二次围堤，以 节

约大笔投 资。但这一合理化建议 一直未能引起重视。

1990 年 2 月，董世 成上 书市人大常委会，建议 组 织

多方专家对这一项目的两种设计方案进行评估。不料，

很快被市有关部门否决了。但老董毫不 气馁 ，在 4 月召

开的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以 人民代表强烈的责任

感，批评市有关部门不顾投 资多少，仅组 织单方论证的

草率做法，再次向市政府领导建议组织多方专家进行评

估。

由 于老董坚持原则，据理 力 争，市有关部门于 4 月

19 日终于同意委托市投 资咨询公 司组 织专家对这一项

目的设计方案进行评估。经过 3 个多月的论证和比 选，

最后作出结论：高潮滩二次 围堤方案，能发挥种青促淤

效应，具有节约投 资，施工方便，缩短工期等优点，建议

采用。按论证意见修改设 计方案，共 节约工程投 资近

1 200万元。目前，排泥场这一重大市政交通建设工程正

在紧张建设之中。

议案状元

1988 年 4 月，董世 成光荣地 当选为市九 届人大代

表。三年多来，由他牵头向市人大提交的议案共 19 份。

一 则新闻报道说，若在 800 多位 代表中 评比“议 案状

元”，恐怕非他 莫属了。

翻开老董保存的一份份议案材料，可以 发现一个鲜

明的特点，议案内容大多集中在经济方面，如 开发 浦 东

外高桥、搞好 大中型企业、清理三角债和加强财税 工作

等等。或许是长期从事财税 工作的缘故，老董有份内、

份外事都爱管的癖性，如今他受聘在市财政 科学研 究所

工作，管“闲事”的范围更广了，触角更敏 锐了，工作也 更

忙碌了。

近几年，上 海市上 马了一些重大市政 建设 项 目，有

些企事业单位想趁动迁之机“捞一把”，致使工程造价尤

其是前期拆迁工程 费用猛增。为加强管理，制止这一现

象的蔓延，老董自 1990 年底起开展了专题调查。经 测

算，“八五”期间南浦、杨浦大桥和地铁 等 6 项重点工程，

前期拆迁费用占 总投 资的比 重平均 为 29.2% ，比 八十

年代初上升 9.2 个百分点。其原因主要是拆迁企事业单

位的厂房、设备，缺乏统一的计价 和补偿标 准；征 地 拆

迁、安置劳动 力 等费用上涨幅度大；工 程 预征土地过多，

支出增加；对前期拆迁工程 费用缺 少审核，虚报少支问

题严重等等。

去年 4 月 21 日，老董在市九届人大四 次会议上，与

其他 9 位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修改完善市政拆迁管理

办法的议 案，提 出：单位拆迁按现行造价扣除实际使 用

时间的折旧 计算，征地拆迁、安置费按 消费品物价和原

材料价格指数补贴，市政公共设施如 绿化等一律不予赔

偿，制定市政 工程前期费用的财务管理制度，建立 市政

动迁补偿评估仲裁小 组等具体建议。

俗话说，功 到自然成。同年 7 月 19 日，市政府发布

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老董看到自 己提出的建

议基本被采纳，复杂的拆迁补偿问题从此 有章可循 了，

他兴奋地露出了笑容。

董世成为国理财的事迹，一时难以 尽述。何况他还

在用忘我的工作继续编写着一则则全新的故事呢。

在财政战线上

扎根 山 区 的城 里人
——记湖北省农税创优先进个

人占红

邹德智  李万清

栗溪镇栗树满山坡，溪流穿深谷，是荆门市最大的

山区 乡镇。

占红 20 岁从部队复员回 家，被分配到市财政局工

作。局领导对他讲：“贫困的山区需要建设需要人，你 又

正 年轻，先去干两年吧！”占红就 这样到 了栗溪镇财政

所。

所里同志以 为他是来镀金的，城里的同学战友认 为

他吃不了那份苦，不到两年就会吵着出山。父母兄长则

希望他 在山里扎扎实实干满两年，再体体面面地回城安

居乐业。

两年时间快 到了，老局长信守诺言，专程进山 找占

红：“你 想回 城的话，我们马上就 安排。”“山区财政工作

难度较大，人手又 少，我觉得这里更需要我。”就 这样，占

红继续留在栗溪。7 年了，山里人纷纷涌进城市，他 却几

次 放弃出山的机会，并且不顾双亲的反对，动员新婚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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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放弃城里的工作落户栗溪。占红就象那栗树，顽强地

扎根在深山。

如 今，27 岁的占红，主持栗溪镇财政所的工作已经

5 个年头了，是荆门市最年轻的财政所长，最近他 又被

评为全省农税创优先进个人。

占红刚到栗溪时，所长就 安排老 罗同志带他 到 20

公里外的铁坪村征收农业税。由于该村地处偏僻，根本

没有通车路，他们 只好 以 步代车。从未跋山 涉水 的占

红，脚蹬一双城里人的“火箭式”皮鞋，不大功夫，脚就磨

出了水泡。好心的老罗拾 了根树枝给他 当拐棍，他便一

拐一跛地翻山越岭。二人在山里奔波了 17 个小 时，深夜

方归。“城里人”占红首次 尝到了山 乡财政工作的艰苦。

第二天，占红换上 一双军用胶鞋又出发了。在山 里

连续转了五六 天，他没哼一声苦叫一声累。占红乐于吃

苦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赢得了同行的赞许。大伙

说：“他倒真象条山里汉子！”

光阴荏冉，占红逐渐适应了山 里人的生活 习惯，成

了名符其实的“山 里通”。在工作上，他从住村包点到搞

农财收 农税，再由 干商贸到管预算，所里所有的工种他

样样干全了，并且都干得有板有眼。于是，他 成 了所 里

难得的顶梁柱。1988 年秋，占红被提升为所长，开始 主

持所里全面工作。

此前一年，栗溪镇一分为三。为照顾新成立的马河

镇、姚河乡，“老大哥”把镇里的主要财源让给 了两个“小

兄 弟”，留下 40 多万元债务。财政 收入基数由过去每年

120 万元降至 39 万元，要应付每年必须的 50 多万元财

政 支出，其难度可想而知。面对这种状况，占 红不畏艰

难，横下心来狠抓财源建设。经过调查论证，他 写出了

《栗溪镇财源建设规划》，着重阐述了培植长期财源和近

期财源的关 系，强调利用山 区优势发展绿 色企业，建立

长期财源；在以 引进山外优势和输出山区资源为山内外

服务的基础上，抓好 乡镇企业，培植近期财源，并详细 绘

制了发展蓝图和实施方案。这个规划很快得到镇委、镇

政府采纳。经过几年的开发和建设，全镇发展了农林特

产生产基地 86 个，总面积达 8 000 多亩，仅品 种就 有 21

个。目前，部分品 种已经受益。同时，沿袭了几 千年的山

区 自然林即将被速生丰产的人工经济林所取 代。这些

将成为栗溪镇摆脱财政困难的强大后盾。

在培植财源上，占红善于从宏观上 为镇领导出谋划

策，也 肯下 气力 在微观上真抓 实干。镇彩陶厂 组 建之

初，他 积极 协助 厂 里筹 资金，购设 备，跑技 术，搞推 销 、

后来，又想方设法筹资 10 万 元，支持彩陶厂 扩建 第二 条

生产线，帮助企业培训财会人员，完善财务制度，加强经

营管理，使其生产能力 和管理水平明显增强。去年，该

厂生产的生活 日 用陶、园林建筑陶、工艺美术陶和 包装

陶等 4 大类型的彩陶，共有 180 多个品 种，其中有两个

品 种获省优产品称号，年产彩陶达 200 万件，实现产值

180 万元，创税利 20 万元。

一年不如 一年的镇办水 泥厂，1990 年被迫停产。

500 多万吨优质方解石 和上 百万元的固定资产被闲置

山 脚下，近百名工 人失业。1991 年初，占红与厂领导和

工程技 术人员一起，解剖了企业致亏的原因，认 为主要

是设备陈旧，管理 落后等，导致生产的产品 成本超过了

市场零售价格。通过市场调查，他们得出了“企业前景

仍然可观”的结论，而关键的第一步在于更新生产设备。

在镇委、镇政府支持下占红立即赶到市财政局汇报求

援，借回 10 万元周转金。然而，对于久 旱未饮的水泥厂

来说，真好比杯水车薪。于是，他又多方努力，协助该厂

从外地 几个单位收回拖 欠货款 30 多万元。停产一年的

水泥厂终于起死复生。今年，该厂至少可产水泥 1 万吨 ，

产值可达 140 万元，当年可创税利 30 万元。

穷 乡生财不易，深山 聚财更难。去年初 夏，从京山

县前来插旗村茅湖冲承 包香菇种植的王安保兄弟俩，赚

了钱却未交税。占红接到群众举报后，和三位农税员赶

到偏僻的茅湖冲。见到正 在翻动菇杆的王氏兄弟，就耐

心向他们 宣讲税收 法规，请他们依法缴 纳农林特产税。

对方答应马上到房东 家取钱来交税，可一去两个多小 时

没回 转。原来，他们早从后门蹓到山林中躲起来了。他

俩考虑到承包的香菇最后一批也成熟在即，只要躲过今

日 不交税，明天趁早采收就 开蹓。没想到，占 红也 猜透

了他们的心思。次 日 清晨，占红和 3 位农税 员出现在他

们面前。没办法，他们只好如数交齐了税款。

目前栗溪镇的财政尚不 宽裕，面临的困难仍然不

少，但人们通过考察这里的财源建设进展状况，不难看

到山区财政振兴的希望。占红之所以 把根扎在这里，就

因 为他想把这希望变成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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