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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镇经济的迅猛发

展，乡镇一级的固定资产愈

来愈多，加强对这部分固定

资产的管理势在必行。乡镇

财政所应发挥职能作用，切

实管好这部分资产。

一、加强领导，健全管

理。乡镇财政所应主动与乡

镇政府领导配合，在核实乡

镇政府所有固定资产的基础

上，健全帐目，使帐 实相

符。对于新购置的 固 定 资

产，必须由乡镇政府同意，

财政所填制固定 资产 购置

单，并由分管领导签字方能

入帐，对于暂时不需用的固

定资产要由专人保管。
二、实行实物负责制。

新购置的固定资产应本着哪

个部门使用哪个部门管理的

原则，落实到使用部门领导

和使用人，部门领导和使用

人应共同填制固定资产使用

卡，财政所登记固定资产帐

时应明细到每个部门。对调

离本部门的领导和使用人，

应办理固定资产移交手续，

移交人与接管人共同签字，

并由财政所存查。对使用部

门相互调入调出的 固 定 资

产，在乡镇政府领导同意的前提下，共 同 填制固定

资产调入（调出）单并报送财政一联，财政所据以登

记入帐并改变固定资产明细单位。对于报废的固定资

产，乡镇领导审批并由使用部门领导和使用人填制固

定资产报废单，财政所作销帐处理。
三、建立定期盘点制度。财政所应组织专人定期

对各个使用部门的固定资产 进行盘查，发现短缺或毁

坏应及时写出书面报告，由乡镇领导研究处理。对于

外单位赠与部门的固定资产，财政所核实后必须纳入

帐面管理，分部门登记固定 资产明细帐，并注明属赠

与固定资产。

乡财政所长园地

扎根山 区 做贡献

陈文泉湖北省浠水县华桂 乡财政所所长

华桂乡是个穷 地方，我 在乡 财政所 工作多年。
1987年，由于身体的原因，我被调到条件较好的 散花

镇财政所工作。1989年底，县财政局领导 找 我谈话，

要我二次“进山”，出任华桂乡财政所所长。
亲朋故友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上门苦心相劝，

要我对此慎重考 虑，权 衡利 弊，能去 则去，不去则

留。也有人跟我出点子说：“老陈呀，岁月不饶人，

你现在年纪这么大，几个孩子的工作至今未解决，领

导要你到那个 地方，何不 趁此 机会，向 组织讨个价

钱
，

帮你解决一两个孩子的工作呢？”也有的人背着

我说：“一个黄土快要盖到颈上的人，还到那个穷地

方去，怕能开得出好大的花、结得出好大的果！”面

对亲朋好友的善意规劝和一些人的冷嘲热讽，我的思

想斗争非常激烈。我1950年参加工作，在财贸战线上

工作了40个春秋，如今已年近花甲了，身体也不好，

今后的生活的确应该慎重考虑。但是，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在人生即将步入晚年之际，如何为党和人民多

干点实事，做出自己的 贡献，也是 我常常思考的问

题。我征求老伴的意见，老伴说：“你惦惦份量，觉

得身体吃得消，你就去，我不拖腿。”过了两天，我

便打点行装，告别了同志 们，毅 然踏 上了 北去的汽

车，重返华桂山。

华桂毕竟是一个艰苦的地方，财政所 8 名职工，

借四间民房，只有 5 张床铺，平时吃饭、喝水都很困

难。一到征收旺季，有时下乡晚上回来，连一盆洗脚

的热水都难找到。由于生活条件差，管理 跟不上，职

工的思想复杂，纪律松弛，违纪问 题不断出现。看到

这一幅情景，我的心凉了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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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弓哪有回头箭”，正因为艰苦，组织上才派

我来，来了就要和同志们一道克服困难，建设山乡。
为了让大家安居乐业，我在衣食住行上设身处地地为

同志们着想。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我带领同志们，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找门路，自跑材

料，在较短的时间内 盖起 了一栋 两 层的宿舍楼和厨

房，解决了同志们工作、吃饭和睡觉的地方。要使大

家真正扎下根来，安了身还要安下心。为了同志们能

够乐业，当职工遇到挫折时，就理 解他、安慰他，绝

不能歧视他；当职工遇到困难时，就热情地体贴他、

帮助他。这样才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一齐把工作抓

好。所里有名顶替的青年职工，由于平时不爱学习，

业务能力差，加之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 响，曾一度

纪律松弛，工作懒散。一次，因粗心大意，把几千元

农业税票头和一本票证失落了，造成不良后果而受到

处分，思想消沉。我找他多次谈心，帮助他分析造成

失误的原因，使他认识到危害性，深刻检查了自己的错

误行为，稳定了他的情绪，使他放下包袱，投入工作。

华桂乡地处浠水东北部，境内数十里全是贫瘠的

丘陵，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山 区资源难以开发利

用，导致税源贫乏，财源枯竭，经济基础差，有的地

方连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为了尽快掌握一手材料，取

得发展乡村经济、开拓财源的发言权，白 天我和同志

们跋山涉水，走村串户，调查了解情况。晚上整理资

料，开会解剖麻雀，集思广益。确定根 据本地资源优

势，做好开辟财源的文章。1990年以 来，我们所扶持

新建乡办企业 2 个，村组企业 4 个，大力发展多种经

营，拓宽了生产领域，加强了财源建设。为了把支帮

促工作落到实处，我主动深入到华桂乡最穷的童家冲

村办扶持点。这个村人多耕地少，宜粮耕地人平不足

八分，由于经济单一，农民的温饱问题未得到彻底解

决。这里的林 木资源丰 富，农 民却普 遍缺乏 商品意

识，只是围着几亩田找饭吃。我们协助该村组织人力

在荒山上种油茶、杉 木、棒竹、板粟等经济林200多

亩，并给予一定的资金 扶 持，增加了林场 投入，使

这个村山林初具规模，为全乡财源建设带了头.我还

建议这个村利用冬闲季节，再次引 进一批果木树种，

把所有宜林荒山都栽种上四季林木，做到“春有花，

秋有果，冬有青”。群众反映说：“老陈确实为我们

村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 事。”

在抓好财源建设支帮促的同时，我 们还努力做好

财政收入工作。在工作中不忘抓住有利时 机，把每年

该收的钱，全部足额地收起来，千方百计为四化建设

积累资金。去年夏征开始后，我总是第一个起床，跑

村组，找领导，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宣传税收政策、

意义。在征收的关键时刻，我牙痛的老毛病又犯了，

一年几天不能吃饭，坐卧不安。同志们纷纷劝我到武

汉去治疗。我仍然坚守岗位，白天和大 家一起战斗在

征收第一线上，早晚吃药打针，谁知，这时我的大孙

儿又突患急病，我安排家人带孙子到黄石就诊，自己

仍坚持在所内上班。在我的带动下，全所职工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几天就完成了全乡各项财政收

入任务，比县财政局定的时间提前四个半月，还创造

了历史最高水平，受到领导赞扬。

我二次进山之后，找我 解决问题的人多了，既有

上级领导，也有 亲朋 好友，左邻右 舍。有些事，办

吧，违反原则；不办吧，又得罪人。有人说：“如今

的事儿，要学会木匠瞄线，睁只眼闭只眼，无论干什

么事都要灵活点，不能死板。”到底是情大于法，还

是法大于情？我的选择是：宁可坚持原则得罪人，也

不放弃原则讲情面。“正人必先正己”，我首先跟自

己约法三章，坚持一不搞“关系户”，二不拿原则作

交易，三不以权谋私。

对待领导，我同样照章办事不含糊。一次有人拿

着乡长批的条子，要我在预算内拨款数千元。对乡财

政而言，这笔开支数额不算小，财政无预算，又没有

新的资金来源，我觉得这笔款子不能拨，就给来人反

复讲明不能拨款的道理，来人气愤地走了。尔后乡长

又亲自上门“做工作”，我摊开帐，讲明道理，晓以

利弊，阐 明我 的意见，终 于得到 了乡长的同情和理

解。事后有人对我说：“你今天‘黑腰’好唱，今后的

事难办啊。”我回答：‘只要乡长想通了，是不会怪

我的，坚持原则是我的职责，我 绝不后悔。’

去年 4 月，所里的建房规划下达后，一些做过建

材生意的熟人，纷纷上门来拉关系，递烟送礼，要我

答应购他们的材料建房。我都一一拒绝了，坚持从正

常渠道购回材料。有个打井队，想承包所里的打井任

务，三番五次上门，并送来红包，请我“关照”。我

严肃地说：“红包我不要，井也不 让你打了。”坚决

把红包退给来人。

再过一年我就要进入花甲之年了。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和“老财政”，我决心抓住时机，加倍工作，做

出自己的贡献。

编后：从本期起，我们开辟了“乡财 政

所长园地”栏目，希望 乡财政所长们在这 块

自己的园地里，交流思想、工作和生活 ，说

说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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