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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财政所既要负责

管理乡级财政预算，又要

担负农村回税 的 征 收 工

作，工作任务重，工作量

很大，可以说 是 困 难 重

重。然而河北省邢台县马

河乡财政所的各项工作做

得有声有色，得心应手。

原因在于马河乡党政领导

支持乡财 政 工 作 有“三

手”。

一、工作上支持

马河乡党委、 政府对

财政工作的地位、作用、

重要性认识高。党委书记

说得好“上边 工 作 千 条

线， 乡政府一针串，而这

根针都必须要穿过财政，

才能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

开展。”认识上去了，位

子自然摆得正。将财政工

作列入议程，定期研究，

定期听取财政工作汇报，

已经形成制度。1990年，

开的第一个党委会，是专

门研究财政工作的会。每

新建一个村领导班子，乡

领导对新上任干部交待的

第一件事是要协助抓好财

政工作。计划生育工作。

在农村相当难 做工作量也不小，完不成任务，书记、乡

长要负责任，所以，乡机关干部都要下村 协 助 乡 党

委、乡 政府作这项工作，但是，马河乡领导宁可自己

担困难，也不 抽调财政干部搞计划生育工作，以保证他

们集中 精力做好财政工作。乡主要领导经常亲临征税

第一线，为财政干 部解难。农税任务分配难，书记、

乡长亲自召开各村干部和纳税户会，逐村逐户核实核

定，合理分配。去年有一外地个体户到马河卖西瓜，

财政干部向 他征收特产税时，他既拿不出完税证又没

有外运单，抗税不交强行开车逃跑。书记、乡长亲自

驱车追回，帮助财政人员依法征收税款100元，为财政

干部撑了腰。某村 5个果园承包户，联合一气抗税不

交，财政干部三番五次做工作无济于事，又是书记带

队进 驻该村，召开各类会议，宣讲税收法规，拔掉了

这 5 个“钉子户”。主抓财政工作的副乡长经常同财

政干 部一起下村上户收税，帮助解决困难。总之，财

政工作哪里有困难，乡领导就出现在哪里帮助解决。

仅1990年，乡党委、政府领导就亲自出面帮助解决了

6 个村50多户税款征收的难题。

二、生活上关心

马河乡底子薄，资金少，条件差，就说住房，机

关45个干部职工，办公住房只 有30间。党委和政府班

子的干部大都是两人一间房，有个党委委员三人合住

一间房，住 房实 在难。可乡 领导 对财政 干部非常关

心。财政所长老少三代住一间，生活 很不方便，乡领

导就把两间的党委会议室隔成套间 让她住。还给会计

专门安排了一间房，乡里办公用具缺，乡领 导优先为

财政所安排。财政所的干部 有了难 事，乡领导都当成

自己的事给他们办。有位财政 干 部 的爱人 在外 地教

书，夫妻两地分居对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乡长亲自出

马为这位同志的爱人联系调动工作。一位财政干部在

家养病，书记乡长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赶70多里的路

到家里去看望。有个女同志孩子小，离家远，回家交

通不便，只要她有事乡里就 派车接送。乡领导对财政

干部关怀备至，想得细致，做得周到。

三、 精神上鼓励

马河乡的领导十分注意做财政干 部的政 治思想工

作，促使财政干部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1990年乡政

府召开庆功表模会，因为财政所的同志工作努力，乡

党委、乡政府一致推荐财政所为先进集体。同时还评

出十几个农村财税先进单位，在精 神上给了他们最大

的鼓励。

马河乡党委、政府 对财 政干部 支 持、 关心 和鼓

励，极大地调动了财政干部的工作积极性。1990年，
马河乡财政所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财政收支任务，仅农

林特产税一项就超收5000多 元，受 到上级 部门的表

扬。当问及他们取得成绩的原因时，财政所全体干部

异口同声地说： “因为我们有好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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