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灾救灾
拳拳之 心

  赤诚之 情

——财政部机关赈灾

捐款活动侧记

入夏以来，一场特大洪涝灾害降临在华夏大地，恣

肆的洪水淹没着城池、村舍、良田，威逼着数千万人民的

生命。

灾情，牵动着财政部机关二千多名干部职工的心。

赈灾，象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理财人的风采。

7 月 1 2 日，地方预算司 40 多名干部率先从对灾区

人民的忧虑中走向参与。他们将自发捐赠的 600 元现金

和 4 00 斤粮票送到安徽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同时也

送去了对灾区人民的真情和友爱。

7 月 15 日，机关党委召集各党支部书记，研究赈灾

捐款事宜。会上，常务副书记卓国民同志传达了中央国

家机关党工委的紧急通知，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立

即动员起来，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同舟共济，同

甘共苦”的精神，积极开展募捐活动，支援灾区人民。

党委的号召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响应。连

日来，他们怀着对灾区人民的深情厚意，纷纷解囊，踊跃

捐款，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爱的奉献”。

当地方预算司自发捐款时，姜永华副司长正在外地

开会，是同事替她交了 20 元。回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再拿出 100 元捐给灾区。外财司的李大春，他的爱

人才动了手术，需钱买滋补品以恢复身体。但他明白，

灾区人民的生命正受到威胁，捐款如救命，仍拿出 100

元钱表示自己的心意。李淑文，文教司年轻干部，刚从

基层锻炼回来，得知要为灾区人民赈灾捐款后，她说：

“我们远离灾区，不能亲自去参加抗洪救灾，只能以这种

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这种质朴的爱心促使她从不

高的工资收入中捐出 30 元。

沧海横流，更显示老干部老党员的革命本色。原税

务总局局长、部顾问任子良同志，上个月刚把平时积赞

的 1115 元寄给家乡办教育，7 月初又为患癌症去世的

女儿办完丧事，前些天得知部分省市遭受水灾后，主动

从刚发的工资中挤出 1 00 元捐给灾区人民。任老的经济

并不宽裕，但为灾区捐款却这般慷慨。原中国财经出版

社副社长、退休干部张宗祜同志，听到捐款消息后，将参

加编写《中国财经出版社建社三十周年纪念册》一书所

得的 500 元稿费全部捐给灾区人民。条法司退休干部程

曾泽，不顾年纪大、身体弱，冒雨将 100 元捐款送到部机

关。

捐款人中，有许多同志的老家就在灾区，但他们有

顾全大局、先公后私的气度。机关党委副书记吴祥达同

志得知家乡灾情严重，立即给家乡汇去 100 元，中华会

计师事务所帐簿发行部干部王颖，前几天刚给遭灾的安

徽婆婆家寄了 300 元钱，这次部里募捐时，同事们劝她

不要再捐了，可她说：“我们是小家，国家是大家。没有

国家这个大家，哪里有我们小家呢！”

洪水无情人有情，农财司副司长郭静宁，是国务院

赴江苏视察灾情工作小组的一名成员。她双脚泡在水

里，两眼噙着泪滴，是洪水给人民带来的大劫难让她心

情十分沉重。她说，国家和人民遭此大难，作为财政干

部，为国为民分忧义不容辞。7 月 29 日，在离京去参加

全国治沙工作会议前，她委托爱人送来 1000 元积蓄。一

笔捐款一份情，象郭副司长这样心贴灾区人民的，在我

们财政部又何止一人？

“送一份爱心，献一片真情”的暖流在冲动，在汇合。

地方预算司青年干部李增元，以全家名义向安徽省人民

送去捐款 60 元和粮票 60斤，并真诚期待抗洪救灾取得

胜利，衷心祝愿灾区人民早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高

阳，一位刚刚参加高考的中学生，听说部里捐款，要求母

亲——外财司副司长杨润珍一定代他捐一份。文教司

黄玉书在替自己的两个孩子捐款时说：“孩子早有这份

心意。学校放假之后，不知往哪儿捐，这回总算尽了一

份心。”

分担灾区人民的苦难，给灾区人民以关怀，在财政

部机关，不光广大干部职工是这样，单位也积极参与。

在党委发出号召的当天，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当即决定，

集体向灾区捐款一万元。中国财政杂志社捐赠 2 万元，

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捐款十万元。8 月 1 日，中

国国债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当选为副秘书长的宫成喜

同志宣布，中国国债协会团体会员单位捐赠 100万元给

灾区人民。中国财经出版社、财政部计算中心、中央财

政管理干部学院、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单位也纷纷伸

出援助之手。

笔笔捐款，份份情意。截止到 8 月 3 日，财政部机关

个人捐款已达 43000余元，集体捐款 11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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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正在逐渐退落，抗洪斗争尚在继续。

新时代的理财人，平时他们默默无闻甘于奉献。今

天，当华夏大地遭受洪涝灾害时，他们又表现出忘我的

慷慨和无私的奉献，真可谓：拳拳之心，赤诚之情！

（宋国斌  姜隆富）

抗灾救灾
松滋县财政局

抓紧组织抗灾救灾工作

湖北省松滋县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2 日，连降大暴

雨，平均降水量达 364m m ，其中：最 高的米 积台镇达

547m m ，县城关地区达 400m m 。全 县 437220 亩农田受

灾，9485 亩绝收，一些厂矿 企 业也严重受淹，给农业生

产和人民生活带来 了很大影响。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松

滋财政局党委根据省财政厅和县委县政府关 于抗灾救

灾的指示精神，迅即在全系统制定 下发 了五条抗灾救灾

措施：

一、该局 于7 月 1 2 日派出了 1 1 个救灾查灾工作组

（农业 8 个，工交 企业 1 个，商贸企业 1 个，国土开发 1

个），抽调机关干部 33 人，深入到灾情严重的宛市、米积

台、沙道观、八宝、南海、纸厂河、杨林市、老城等八 个乡

镇和县直工矿企业、商业网点及国土开发点，实地调查

了解灾情，支持抗灾救灾工作。各财政所也相应组成抗

灾救灾专班，由所长带队到各自的扶贫点协助抗灾，组

织生产自救，力争把灾情损失压到最低限度。

二、各单位全力以赴支持、服务抗灾救灾工作，与之

无关的会议和活动在抗灾期间一律停止，同时做好抗灾

与业务工作的有机结合，保证财政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保证抗灾救灾的必要投入。

各项有关专款要优先划拨，并迅速落实到位，各级的周

转金结余部分一律用于重灾区的生产自救。

四、严格控制支出，合理调度财政资金。当前除保

工资、保办公、保包干内医疗费外，其它支出一律压缩，

为抗灾救灾做好资金准备，为平衡全年财政预算奠定基

础。

五、在抗灾救灾中抓好财政服务，促进生产恢复，促

进财政收入的增长，做到抗灾救灾和组织财政收入“两

手抓”，保证今年各项财政收入任务的圆满实现。

曾庆寿  裴光科

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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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五”时期财

政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政

策设想

“八五”时期要继续

进行治理整顿，完成“七

五”时期留下来的某些

任务，根据经济发展的

需 要 和现实 条 件的可

能，不断深化改革，克服

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

盾，积极进行结构调整，

努力实现经济总量的平

衡，为“九五”时期国民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好

基础。财政的主要任务

应当是：

—— 发挥财政的职

能作用，继续深入开展

“双增双节”工作，促进

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不

断培植新的财源，开辟

生财之道，促进财政收

入的持续增长。

——努力促进和保

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

供给的基本平衡。在严

格控制财政收支差额的

前提下，合理调整支出

结构，收入增量的分配

向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

设和农业、国防、科学教

育等重点事业倾斜。从

多方面采取措施渡过财

政偿债高峰。

——继续完善现行

的企业承包办法和财税

体制。积极推进和扩大

税利分流的试点，根据

现实条件和企业具体情

况逐步向税利分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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