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 正 理 财 思 想 做好 县 级财 税 工 作

山东省曲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赵 翠 英★

多年来，我们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不断端正理财思想，
加强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坚持开源节流，量入

为出的原则，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

的精神，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收入

逐年增加。三十多年来，年年财政收支平衡，

略有结余，从未出现过赤字。1982年全县财政

收入比建国初期增加了6.5倍，财政支出比建国

初期增加了14倍。财政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工

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使人民群众的生

活不断得到改善。
我县财政工作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是

在省地各级、各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

取得的，也是全县人民和财政部门正确贯彻执

行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努力

工作的结果。作为一级政府，我们主要做了以

下几项工作：

一、摆正位置，加强对财政工作的领导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财政工作是

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 展 工 农业生

产，活跃城乡经济，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改

善人民生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做好财政

工作极为重要。多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

到：财政工作能否健康的发展，加强领导是关

键。什么时候我们重视和加强了对财政工作的

领导，财政收支情况就好一些，工农业生产和

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就快一些，我们的日子就好

过；什么时候忽视或放松了财政工作，财政收

支情况就差一些，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

展也就慢一些，我们的日子就不大好过。多年

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一直把财政工作列

入党委和政府工作的议程，加强了领导。一是

第一把手亲自抓。我县县委书记、县长，各社

镇党委书记、管委主任、镇长，各经济主管部

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亲自抓财政工作。县委

书记、县长不仅经常 听 取 财 政部门的工作汇

报，而且经常深入基层或利用一些会议，宣传

党和国家的财政方针政策，教育干部、职工自觉

地纳税交利，帮助业务部门解决财政收入中遇

到的困难。二是经常研究财政工作。不仅是几个

主要领导重视财政工作，县委、县政府的“一

班人”都重视；不仅在财政出现困难的时候重

视，而是一贯重视。县委常委每年年初和七、

八月份两次研究财政工作，检查上年和上半年

的财政收支情况，研究当年和下半年的任务和

措施。县长办公会定期和不定期的研究财政工

作，及时总结财政工作中的经验，解决工作中

的问题。在每季召开的由各委办局主要负责人

参加的政府工作会议上，都检查上一季度财政

工作情况，提出下一季度的任务和要求。进入

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每年还定期向县人大常委

会和人代会报告财政工作情况，为做好财政工

作出主意、想办法。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老

县长高克明等同志，不顾年老体弱，每年都到

经济部门和一些企业单位、税务所视察财政工

作，发现问题，及时向政府提出建议和解决的

办法。三是定期开展财务大检查。从1970年以

来，我们每年都进行两次财务大检查。每次检

查都是由县政府发文件，召开会议，进行动员

和部署。检查结束后，进行总结评比，好的表

扬，差的批评，对违犯财 经 纪 律 的单位和个

人，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处理。对乱挤乱摊费用、

成本，基本建设占用流动资金的，给予通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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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并限期纠正。通过财务大检查，对严肃财

经纪律，健全财务制度，增加财政收入，起了

很大作用。

二、狠抓开源节流，搞好综合平衡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开源节流是综合平衡

的基础，综合平衡是财政不 出 赤 字 的重要保

证。多年来我们很重视综合平衡工作，并由以

节流为主争取平衡，逐步转为以开源为主争取

平衡，从而保持了我县财政收支的平衡和三十

多年无赤字的良好局面。

（一）广开财源，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确

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广开财源，培养财源，

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

有个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财源的开辟上，

逐步地由重粮食、轻林牧副渔，转向农林牧副

渔全面发展；由重农业、轻工业，转向工业农

业一齐上；由重速度、轻效益，转向效益速度

一起抓。使财源不断扩大，经济效益逐步提高，
财政收入逐年增加。

1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我县有发展多种

经营的广阔天地，有山有岭有平原，资源丰富，
劳力充足，能工巧匠多。但这一优势过去没有

很好的发挥，单纯就粮食抓粮食，结果粮食没

上去，农业生产缓慢，财政收入不多。到1970

年，全县粮食单产只有460斤，农业总收入4，294

万元，其中多种经营收入仅有751万元。这一时

期财政上虽然没有赤字，但主要是靠紧缩支出

来实现收支平衡的。进入七十年代以来，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注意了

多种经营的发展。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等

首先发展起来，种植业也随着农业内部结构的

调整，经济作物面积的扩大，迅速发展起来。
2.努力发展工业生产。我县的工业基础

十分薄弱，建国初期只有几个手工业作坊，搞

点修修补补。五十和六十年代，由于我们思想

认识不足，眼界不宽，总认为曲阜土质好，应

主要发展农业，曲阜城是历史文化名城，应主

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对工业生产的发展缺乏

正确的认识。六十年代末期，省里想给我们几

个厂子，当时都没要。因此，财源不广，财政

收入增长缓慢。七十年代初，我们总结了这方

面的教训，认识到单纯靠农业，不发展工业，

财源就不能扩大。从那时起，开始注意了工业

的发展。当时虽然财力不足，我们每年仍拿出

百万元左右的资金，扶持工业生产的发展。先

后上了一些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厂子和

项目。
3.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我们采取一调、

二包、三整、四改的方法，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调”就是调整产品方向，增加适销对路的产

品，特别是要求机械行业和化工行业，改变服

务方向，为生产和生活服务。对耗能高、浪费

大、亏损严重、产品无销路的企业，坚决予以

关停并转。“包”就是把盈亏包干到系统，实

行权、责、利相结合，促进企业主管部门和企

业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整”就是

整顿企业，配备好 领 导 班 子，实行经济责任

制，打破“大锅饭”，搞好全面 质 量管理。
“改”就是进行技术改造，努力降低消耗，提

高产品性能和质量，积极增加新花色、新品种。
通过以上措施，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了明显

的提高。供销企业积极抓货源，抓加工，抓销

售。农村多种经营普遍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主

的生产责任制，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商品率大

大提高，收入明显增加。
（二）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

勤俭办一切事业。我们在广开财源，保证财政

收入不断增长的前提下，认真贯彻执行量力而

行、量入为出的原则，统筹兼顾，合理安排资

金，长久保持平衡。
1.严格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办事。
多年来，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有关财政

支出的规定，从不超越规定，另搞一套。特别

是对专项资金，坚持严格控制，加强管理，专

款专用。如，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到我县旅

游的客人日益增多，到曲阜开会的多，接待任

务越来越重，要求买车的 呼 声 越 来越高。但

是，我们严格按照规定配车，决不擅自决定买

车。再如，在行政事业单位的奖金发放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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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严格按照规定，不突破标准。1980年底，
有一个系统按规定每人每年应发奖金比行政机

关少五元。这个系统的部分同志意见很大，有

的把小字报贴到我们办公室，要求照行政机关

的标准发。当时有的同志说，不就是五块钱吗，
给他们算了，省得再找麻烦。我们认为五元钱

是小事，不按规定办事是大事。经过向这个系

统的同志们耐心解释，讲清道理，仍按原来的

规定发了。
2 、坚持“六条原则”。在严格按照规定

办事的同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还坚持了已

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六条原则”：①先筹

后用，当年不花当年结余钱；②集体研究，一

支笔批款；③对行政事业单位支出包干，超支

不补；④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⑤支

出看效果，实行“五不投资”（领导班子不强的

不投，管理混乱、基础差的不投，投资和效果

帐算不清的不投，花钱多、见效慢的不投，无

正式投资报告的不投）；⑥不零打碎敲，集中

财力办好几件事。这些原则，不仅财政部门认

真坚持，而且县领导同志首先带头坚持，就是

在错误路线干扰比较严 重 的 时 候，也排除干

扰，认真坚持。如，“集体研究、一支笔批款”

的原则，多年来一直坚持得很好。每年的重大

开支，都由县委、县政府年初一次性研究安排，

一般支出由财政部门提出意见，县长办公会议

研究确定，由县长一支笔审批。其他领导同志

都自觉地做到不乱开口子，不乱批条子，不乱

许愿。不仅县领导这样做，下边也这样做，绝

大多数行政事业单位也都实行一支笔批款。再

如，“不零打碎敲，集中财力办好几件事”的

原则，我们坚持得也较好。前些年，我们对农

村校舍和文化中心 的 建 设 重视不够，近几年

来，我们集中了部分财力用于这方面的建设，
效果很好。1980年以来，全县用于校舍改造和

农村文化中心建设的资金达70万元，使90%以

上的学生用上了坚固适用的校舍和木质桌凳，
社镇的文化中心也基本形成。

3 .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勤俭办一切事

业。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这一优良传统不断发

扬光大，能不花的钱坚决不花，能缓花的钱就

缓花，少花钱多办事。我们县委、县府机关直

到1 980年，一直拥挤在低矮潮湿的旧平房里办

公，有些还是解放初盖的 草 房。桌 子 大小不

一，椅子高矮不齐。直到现在，有的部门还没

有象样的办公室。但大家都能 想 到 国 家的困

难，谁也没有怨言。对于会议，我们也是可开

可不开的坚决不开，能开小会 、 短会的不开大

会、长会，能合并开的不单独开，并做到驻城

人员不在会议就餐。
多年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安排和使用

财政支出必须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解决

好各种矛盾，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各项支出才

能做到比较合理，资金的使用效果也比较好。

一是必须克服本位主义，增强全局观念，
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我县三十多年来

没有赤字，这本来是个好事，但是也有不同看

法。有部分同志，包括有的领导同志，曾一度

产生过“没有赤字吃亏”的思想，认为财政出

点赤字没有什么，反正到时候 国 家不能不认

帐。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本

位主义在财政工作上的反映，是 缺 乏 全 局观

念，只顾局部利益，不顾 整 体 利 益的一种表

现，这种思想危害很大，必须坚决克服。我们

经常教育 干 部 群 众，增强全局观点，树立全

国“一盘棋”的思想，想问题、办事情，都要

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能只顾本

单位、本部门的利益。
二是必须克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错误

思想，树立长远观点。我们认为，作为一级政

府的领导人，都不是终身制，也不会永远留在

这个岗位上。想问题办事情不能只考虑本届，

不考虑下届，不能只把方便留给自己，把困难

留给别人，自己借钱，别人还款。在这个问题

上，我县历届领导人都处理得比较好，做得比

较好。他们从长远利益出发，为后人着想，精

打细算，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从不花过头钱，

从不盲目去办力所不及的事情。由于他们没把

困难留给我们，才使无赤字的局面保持下来。
三是必须搞好调查研究，注意倾听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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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资金，以及支持某些国营单位发展生产的

资金，都应尽可能地采取周转金的形式，定期

收回。
大中城市农财工作是一项涉及面较广，政

策性较强，问题较复杂的工作。在当前扩大城

市郊区、增加市管县、城乡进一步结合的新形

势下，改善城市副食品供应，还有一些问题需

要解决。例如，蔬菜生产、供应中的提高质量

和均衡上市问题，增加市场瘦猪肉、牛羊肉、

奶、鱼、禽、蛋供应的问题，饲料粮不足和饲

料加工问题，某些地方疫病防治力量薄弱的问

题，某些副食品价格不合理以及某些城市农财

力量薄弱、不能 适应新形 势需 要的问题，等

等。都需要财政部门积极反映 和 配 合 有关部

门，逐个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妥善地加以解

决。现在对市郊农副产品国家补贴过多，有些

规定很不合理，应当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

基础上，适当减少 补贴，对那 些不 合理的规

定，也应当通过整顿清理纠正过来．

门的意见， 不主观臆断地决定问题。多年来，

对于每次重大支出，我们都首 先搞 好调查研

究，把情况搞准，把帐算透，看准了、算透了，

再决定投资；看不准、算不透的项目，决不主

观臆断地盲目投资。在这方面注意倾听财政部

门的意见十分重要。财政部门的同志长期与各

经济部门和收支打交道，掌握情况比较全面，

帐算得比较准，提供的情况比较可靠，注意倾

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可以避免一些失误。过

去，我们曾有过深刻的教训，如1976年，有关

部门提出建钾肥厂 ， 当时只注意了需要，忽视

了财政部门的意见，在资金来源、设备及经济

效益都不落实的情况下， 盲目决定上马，结果

白扔了10万元，还遗留了很多问题。幸而问题

发现得早，立即下了马，避免了更大损失。

三、加强财政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职能

部门的作用

多年来，我们重视和加强了财政队伍的建

设，政治上关心他们的成长，生活上照顾到他

们的物质利益，工作上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尽

力为他们做好工作创造条件。

（一）配备好领导班子，人员保持稳定。
我们一直注意起用热爱 财 政 工 作，有组织能

力，政策水平高，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

验，业务精通的“明白人”当财政局长。从建

国到现在，财政局六任局长都是从本部门通晓

业务的骨干中提拔起来的。各股、所的负责人

也都是熟悉业务的骨干。近年来，我们还注意

把德才兼备，有专业知识的同志选拔到领导岗

位上来。他们在财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还坚持做到不向财政部门“硬塞”

干部。对企业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的主要

财务人员，也要求相对稳定，调整他们的工作

要征得财政部门的同意。
（二）加强思想教育，增强事业心和责任

感。多年来，我们一直注意加强财政干部的思

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在工作中自觉

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坚持原则，廉洁

奉公。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

改革，财政部门的任务越来越重，财政干部队

伍中又充实了一批新的成 员，他 们 的 思想水

平、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与财政工作的要求不

相适应。我们特别注意加强了对这部分同志的

教育。财政部门也注意加强自身的建设，开展

了竞赛活动，干部职工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

不断提高，工作更加积极主动，不少单位和同

志被评为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
（三）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财政工作比较复杂，也很辛苦，工作中不断出

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财政部门本身是

难以解决的。对这些问题，我们都及时研究帮

助解决，为搞好财政工作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对财政部门的办公、住宿以及同志们的家庭生

活等方面的问题，也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

妥善安排。我们这样做，调动了财政干部的积

极性，许多同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怕困

难，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

任务，为搞好我县财政工作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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