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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不

当家不知柴米贵”，它

通俗地提出了“钱”的

来之不易，也提出了当

家一定要理财这个重要

的道理。军事上有句格

言“兵马未动，粮草先

行。”我 们 搞 四 化建

设，就好象行军打仗一

样，没有粮草，供应跟

不上去，怎么能打胜仗

呢？作为一个地区、一

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不

讲怎样生财、聚财，不

知自己的主要财源、潜

力在哪，他那里的日子

就一定很难过，事情就

一定办不好。如果弄得

花钱没钱，要啥没啥，
还要你 这 个 当 家的干

啥？到头来，上级要打

你的屁股，追究你的责

任，群众也会起来把你

“轰下台”。个人受责

是小事，贻误战机，拖四化建设的后腿，那可

是千秋罪过。归根到底一句话，当家一定要理

财，养鸡一定要下蛋。
“家”怎么个当法？“财”怎么个理法？

我认为，除了发挥政策的威力外，很重要的一

个方面，就是要下气力抓好税收工作，要抓住

不放，一抓到底。运用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
来集中资金，调节生产，改善经营管理，增加

经济效益，提高人民生活，确保国 民经济有计

划按比例地向前发展。就拿我们西峡县来说，
是个地处深山的小县，家 底 比 较 薄，经济比

较贫困，要办的事情确实很多。特别是省对县

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后，上级给我们

的基数是567万元，而每年的 实 际 开 支 就 得

1，000万元左右。钱打哪来？主要 靠 税收。税

收占我县财政收入的85% 以上，税收任务完成

得好坏，决定着全县的经济形势，牵动着整个

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的日子

比较好过，做到了收支平衡，年年有余，就是

因为紧紧抓住了税收这个聚财的主要“支柱”。
有人把税 收比作我县财政经济的“坚强后盾”，
这话一点也不过分。五年来，我县的税收收入

年年超额完成计划，国营和集体企业基本做到

了税款无拖欠，1983年又提前88天超额完成了

全年的税收任务。收入连年上升，税收工作为

山区建设出了力。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县委和县政府始终把

税收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挂在心上，抓在手里，

不仅纳入工作日程，还定期召 开 县 长 办公会

议，研究分析税收完成情况，听取税务部门的

汇报，而且及时帮助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支持

税务部门的工作。我们在各种会议上讲税收，
要求各级领导亲 自 抓 税 收。同时运用有线广

播、宣传车、印发材料、办专栏、出布告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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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多样的形式大造舆论，造成一种纳税光荣，
偷税漏税可耻的气氛。大力表彰税收征管工作

中和纳税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不断加强税务干

部的组织、思想和业务建设。在开辟税源上，
我们牢固树立生产观点，广开生产门路，积极

培植税源。只有生产发展了，税收才能源远流

长。几年来，我们在发动群众治山造林80多万

亩的同 时，引导群众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仅试

种白肋烟一项，1983年就增加税收50万元。我

们根据本地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轻工产品，
有计划地扩建了县果酒厂、软木厂、副食品加

工厂；新建了制药厂、榨油厂，同 时增加了适

销对路的花色品种，收到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1982年地方工业增加税利500多万元。我 们 还

注意抓好重点税源。县 果 酒 厂 是个经济效益

高、税源大的厂子，占全县财政收入的40%。
我们县领导经常深入这个厂，从原料、设备、

资金到产、供、销的各个环节，有什么问题就

帮助解决什 么问题，1982年税利达到367万元。
1983年形势好于上年。在税收工作中，我们还

注意既“抱西瓜”，也“拣芝麻”，对零星税

源 同样抓住不放，加强征收。1983年个体工商

税完成比上年同期增长37.5%。
税收为山区建设筹集了资金，手头一活，

日子就好过，办起事来 就 比 较 顺利。近四年

间，我县先后投资兴办了十件大事：一是向工

业投资306.5万元，改造了四个老厂，新建了三

个新厂；二是给国营商业投资66万元，修盖仓

库，增设网点；三是为 发展教育事业投资87.6
万元；四是卫生投资82.3万元；五是广播电视

投资27.8万元；六是城镇建设投资14.8万元，县
城大街小巷铺成了水泥路；七是农村文化投资

48.9万元，新建两座电影院，改造一座影剧 院；

八是农业投资和补贴科研经费5.9万 元；九 是

兴建职工宿舍投资40万元；十是新架两条百里

高压线路投资 7 万元。十项 共 计投资686.8万
元。其财力来源，80% 以上都是通过税收筹集

的。如果说我们在山区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绩

的话，那首先应该给税收工作记头功。
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这样一个道理：

当家理财，首先要理好税收这个财；养鸡下蛋，
就是办企业要讲经济效益，有了经济效益，才

能为国家提供财源和积累。抓好税收就是抓住

了最有效的生财聚财之道。我们 已经从其中尝

到了甜头，取得了 实效。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们还要更好地运用税收这个杠杆，把农村经济

进一步搞活，加速山区建设的步伐。

简讯
全国财政中专教材会议在西宁市召开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教育二 处）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了全国财

政中专教材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有 120 余人。

会上着重研究了有关教材更新方面的问题。代表

们一致认为：更新教材，用现代科学管理的知识武装

学生，对开创财政中专教育的新局面，培养符合四化

建设需要的财经管理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会议要求，

在1984年 3 月以前，修订、编写出各门课程的教学大

纲，在1984年年底以前，编写出《国民经 济计划》 、

《 经济法基础知识》 、《 审计》 、《 管理会计》 等新

开课程的教材，其他教材将在1986年以前全 部更新一

次。

为了加强教材的编审工作，会议通过讨论决定，

在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 的 领导 下，成立 财政、税

收、财务与会计、基建财务和农业财 务五 个 编 审小

组，负责审查各门教材和教学大纲的送审稿，以及编

委会临时交办的编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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