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组，并设立评审委员会。领导小组和评委会

的办公室设在财政部人事司。各地也要成立相

应的组织，并将负责人姓名、电话报财政部。
六、这次会议采用电话会议的形式进行，

主会场设在北京，各地可酌情设立分会场，组

织收听，并邀请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部分代表

参加会议。会议于今年 9 月召开，具体日期另

行通知。

七、评选全国财政系统劳动模范和先进集

体的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政策性强，各级财

政部门、人事部门和财贸工会要在同级政府领

导下，对这项工作精心组织，认真评选，加强

宣传，积极做好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发动

广大财政职工深入开展“学先进、争先进、比

贡献”的活动，努力做好财政工作，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建国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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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的深入，
财政工作 任 务日益繁

重，对财政工作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要搞好财

政工作，使之适应形势

发展的需要，必须有一

支思想好、作风正、纪

律严、工作过硬的财政

职工队伍。这样的职工

队伍光靠物质利益诱导

是建立不起来的，应靠

生动活泼、坚强有力的

思想政治工作去培养。
为了探索新时期思

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
甘肃省庆阳地区财政部

门注意改变空洞说教式

的陈旧方 式，逐步摸

索出 “一教、二严、三

爱、四尊、五促”的新

途径、使新时期的思想

政治工作如春风细雨，
化解了各个方面的不理

解和不满情绪，统一了

思想认识，激励了革命

干劲，促进了各项工作

的顺利开展。
教，就 是教 育 干

部、职工树立崇高的革

命理想，争做“四有”新

人。在目前各方面都讲

物质利益的情况下，讲一讲精神支柱，讲一讲

理想道德、显得尤为重要。为使财政干部、职

工能从单纯的物质、奖金的诱感下解脱出来。
财政部门狠抓了政治学习。各县市财政局坚持

每周安排二至三个上午，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时

事政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思想认识，
清除糊涂观念。宁县财政局对干部职工的政治

学习常抓不懈，使政治学习风气盛行不衰。他

们将政治学习同理想教育、形势教育相结合，
激励了同志们的革命精神，使机关内部团结、

和谐，各项工作 搞 得 生 气勃勃，卓有成效。
1987年全县财政收入超额33% 完成预算任务，
创历史最高水平。回收支农周转金69万元，超

计划91.6%。局机关和机关党支部连续两年被

县委和县政府命名为 “先进文明单位”和“先

进党支部”。为使理想教育不尚空谈，不落俗

套，财政部门注意将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相结

合，使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培养出

既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又有真才实学、能胜任

工作的有用人才。庆阳县财政局把职工的政治

学习和业务学习作为教育职工树立正确理想，

培养高尚情操的重要内容，认真去抓，使职工

学理论、学专业知识蔚然成风。通过学习，不

但提高了职工的专业知识水平，而且使职工的

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88年 8 月 8 日晚该县驿

马乡突降暴雨，农财所里 5 名农财员不顾个人

安危，用自已的被褥、衣物堵住了涌进办公室

的洪水，使国家财产免受损失。当上级部门表

扬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淡然一笑，说“没有什

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表现出新时期财政

职工应有的高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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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就是严格管理，从严要求。首先是建

立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制度规范人们的行动。
地区财政处1987年初发动职工制订了机关工作

制度，规定了明确的岗位责任制，使机关管理

制度化、规范化。制度由大家讨论订立，也由

大家共同遵守，共同监督实施，无论谁违犯了

制度，都要召开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纠正。
这样，使工作秩序井井有条，机关面貌焕然一

新。其次，是领导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地区

财政学校党委一班人很重视自身榜样的力量，
要求党员和下级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要

求党员和干部不做的事，自己首先不做。具体

做到了 “五带头”，即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 央保 持 一

致，不阳奉阴违，另搞一套；带头执行党章和

《准则》，遵守党纪国法，不口是心非，言行不

一；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拒谏饰非，

揽功诿过；带头打破关系网，杜绝关系户，不

搞特殊化，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带

头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不主观武断脱离

群众。由于领导严格要求自己，使教职工人人

见贤思齐，学生个个积极进取，使学校保持了

良好的校风校纪，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庆阳县

财政局长柴世广同志，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带

头遵守机关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财政制度

和财经纪律办事。他家在本县卅里铺乡，家乡

兴办企业，亲朋好友请他投放支农周转金，他

从不徇情看面子，对每项申请都认真 审察 考

证，凡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不论是亲戚还是

本家、一概不批
，

受到干部、职工的好评。他

还坚持原则，严把收支关，该给的款项，及时

拨付，不该安排的资金，分文不给。在1987年

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中，他秉公执法，同

“三查”工作组一道，共查出各类违纪资金52

万元。年底收缴入库40.5万元，严明了财经纪

律，维护了国家利益。在他的带动下，全县财

政职工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以搞好财政管

理为光荣，大抓增收节支，堵塞各种漏洞，克

服重重困难，使1987年全县财政实现了收支平

衡，略有结余，给全区树立了榜样。此外对少

数不思进取、不好好工作甚至调皮捣蛋的同志

也进行了严格教育、严格管理，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
爱，就是关心体贴，使思想政治工作如和

风细雨，滋润每个人的心田。首先是从政治思

想上关心，注意发现和培养各种先进分子，其

中符合党、团员条件，本人又有要求的，组织

上做到加强培养，尽快发展。对于职工中的后

进者，做到满腔热情地去关怀他们，对于他们

的点滴进步及时给予肯定，鼓励他们克服缺点

和弱点，调动他们自强自立的积极性。其次是

从物质生活上关心，注意解决职工的住房、吃

饭、孩子上学等问题。这方面切切实实解决一

两个问题，往往比讲一大堆道理更有效。有个

青年职工结婚后没房住，有位科室负责人把自

己住的房子腾出来让给他，使他深受感动，工

作积极性大大提高。地区财政处和多数县财政

局普遍建立了 “四必访”制度，即职工有困难

必访，职工有病必访、职工家庭有纠纷必访，
职工家庭有红白事必访。1988年 7 月，董志原

遭到特大暴雨袭击，财政处除 搞好 社 会救灾

外，还对本处受灾职工普遍进行了访问，使职

工感到机关比家里更温暖，同 志象 亲 人一样

亲。处机关职工还自动为受灾群众捐献现金438

元，粮票416斤，衣物50件，使受灾群众感到

人间确有真情在。第三是从文化生活上关心。
财政处在地方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

计为职工建立了阅览室、电视室和活动室，购

置了象棋、乒乓球台等，并组织干部职工利用

工余时间举行象棋、乒乓球比赛，使机关形成

了一种活跃和谐融洽的气氛，增强了机关的凝

聚力。
尊，就是理解人、相信人、尊重人。要搞

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造成浓厚的民

主空气，使干部职工互相尊重、理解和信任。为

此，地区财政部门抓了这样三点：一是广泛开

展对话。地区 财 校 领导对教职工和学生中存

在的思想问题。不搞“我讲你听”，而是采取

平等对话的方式，交流思想，收到良好效果。
二是诚恳地谈心交心。为了细致入微地做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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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工作、财政部门领导与职工、职工与职工

开展谈心交心，增进了了解，增强了同志间的

感情。如有一次，一位人秘科长因为有的职工

对机关后勤管理提了不少意见而产生了畏难松

劲情绪，他写了一首发牢骚的诗：“常写材料月

照窗，兼管杂务添愁肠，既费力气又惹人，人

秘科长真难当。瞻念前景忽惆怅，怎胜埋头在

书房？旅途漫漫如何走。此事尚需多思量。”

处领导得知后，便找他亲切交谈、鼓励他大胆

工作。并赠诗以慰：“辛勤工作有公论，闲言

碎语无须闻。风摇雾击更坚定，人生旅途党指

引”，从而解除了这位人秘科长的思想顾虑。
三是尊老敬贤。关心照顾好老职工，不但能使

他们心情舒畅地安度晚年。而且能鼓舞职工热

爱单位、靠拢组织、安心工作。财政部门把尊

敬、关照好老职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

要内容，列入工作日程，抓得具体实在。地区

财政处有八名离休老干部和两名退休职工，逢

年过节。处领导逐家上门慰问，送慰问品，给

他们带去节日的欢乐。送去组织的温暖。1988

年 7 月，西峰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后，处领导即

带领人首先慰问了离休老干部，并帮助他们抗

灾救灾防灾。平日也尽量注意照顾老同志，伏

天给离退休老干部送去西瓜。冬季又安排给他

们拉烤火炭，使老干部深受感动。对离退休老

干部是这样，对在职的老同志同样给予关怀和

尊重。企业科有位老科长，年近花甲，但革命劲

头不减，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受到

同志们的尊重和好评。领导和同志们也从多方

面关心照顾他，更增添了他的工作干劲。他连

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给周围

的同志产生着无声的教育作用。
促，就是促进干部职工奋发向上，自强不

息。在这方面财政部门注 意 做到以 下三点：

（1）善激励。对于有抱负的青年职工，交给

他们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或给他们提供一个良

好的工作环境，比给他们发一笔奖金更能调动

他们的积极性。地区财政部门在开展思想政治

工作中注意了这个问题，认真 听 取 职工的意

见，及时肯定职工的成绩，努力为他们的自我

成长。自我实现创造条件，使他们感到心理上

的一种满足，推动了职工内在的动力。（ 2）
抓评比。为在职工中形成一种不甘落后、力争

上游的风气、财政部门狠抓了检查评比工作。
镇原县、宁县财政局坚持对每项财政工作的进

展情况进行检查评比，并且年终进行总评，表

扬先进、鞭策后进，使职工精神振奋，信心倍

增。推动了财政工作的顺利进行。（ 3）树典

型。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全区

财政系统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他

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坚持改革，勇于创新，为建

设老区，繁荣老区经济做出了贡献。为了表彰

他们的先进事迹，使全区财政干部学有榜样，

赶有目标，经层层评选，逐级审查，1987年 3

月财政处授于环县财政局等11个单位全区财政

系统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评出24名同志为先

进工作者，并号召全区财政系统向他们学习，

在全区形成了学先进、赶先进、争当先进的良

好风气。

简讯

西宁市试办街道财政

取得初步成效

为了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强化街道职能，青海省

西宁市城东区财政局于 去年九月份在火车站，周家泉

两个街道办事处进行了建立街道财政的试点。他们在

“保上富下，藏富于基层”的思想指导下，实事求是

地确定了街道财政的收支范围和超收分成比例及使用

方向，落实了街道财政所的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体

制。街道财政的建立、调动了街道办事处当家理财的

积极性。火车站、周家泉两个办事处不仅积极协助税

务部门加强对零散税源的征收管理，帮助企业提高管

理能力和财务管理水平，而且利用自己的财力为人民

群众办了很多的实事、好事，同时，强化了办事处的职

能。他们的试点工作已经收到一定成效，去年，两个财

政所核定收入任务为84.2万元，实际完成128.3万元，
占计划的152.38% .超收44.1万元，仅三个月时间就

征收零散税收 6 万余元。  （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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