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真总结经验  进一 步 加强

财 政 干部教 育 工 作

陈 如 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下，全国财政系统干部教育工作得到

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并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这些经验是：

（一）不断提高认识，充分发挥各级领导抓干部教育的积极性。各地的经验证明：干部教育

工作能否搞起来，坚持下去，关键在领导。近年来，许多地方财税部门和建设银行反复学习中央

有关干部教育工作方面的指示，联系财政系统干部“三低一少”（即：文化水平、政 治理 论 水

平、业务管理水平低，专业骨干少）的实际，深深认识到抓好干部教育，是提高干部素质，提高

干部的政策和业务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是完成财政任务的可靠保证；深深感到财政系统干部队

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严重局面。加强培训干部，是当务之急，势在必行。认识提高以后，他

们把干部教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年讨论几次，有计划、有布置、有检查，切实解决干部教育

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有一位领导分工主管干部教育工作，并有办事机构和专人抓这项工作；

做到一手抓财政业务工作，一手抓财政干部教育工作。

（二）统一规划、分级培训，充分发挥各级财政部门抓干部教育的积极性。对干部教育的培

训任务、目标和要求，各地按照 “统一领导、分级培训”的原则，全面规划，统筹安排。不仅上

级机关有规划，下级机关也有规划。对培训干部的任务，分工明确，分级负责，层层培训，培训

任务完成得比较好。从1979年来，各级财政、税务部门和建设银行办起财政干校（班）71所，同

中专合办的干校还有55所。有干训教师2，586人，干训教材20多种，发行量达二百余万册。到1981

年底，全国财政系统共轮训14.4万人，占应训干部总数的62%。其中有县局长、行长以上领导干

部一万多名，占同级应训干部总数的53%。这样大规模地抽调干部脱产培训，是建国以 来 少 有

的。

（三）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财经院校培训干部的积极性。目前，财

政部主管五所财经学院，各地方财政部门举办了50多所中等财政（经）学校和一所财 政 专 科 学

校。这些院校在办好全日制教育的同时，都承担了培训在职干部的任务。近几年来，他们已为各

级财税部门和建设银行培训了大批干部，为各地干训班编写了各种干训教材和教学大纲，有的还

为干部学校或干训班输送了教师。
（四）既抓离职培训，又抓在职教育，充分发挥每个干部勤奋学习的积极性。这些年来，许

多地方财税部门和建设银行，一手抓离职短期培训，另一手抓在职干部的业余教育。有的委托有

关院校举办电大、夜大、函授、业余学校，有的搞业余学习讲座。据黑龙江省财政厅统计，全省

财税干部参加函授、电大、业余学校学习的达 2 千多人，约占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一。
无论是离职短期培训，还是业余教育，都采取学用结合的原则，根据培训对象的具体情况，

安排学习内容，使学员在财经理论和业务水平上得到新的提高，调动了学员的积极性。有些地方

还把学员成绩的好坏，与评定业务职称、提职、提级和考核使用干部结合起来，进一步调动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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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学习的积极性。
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同时，应当看到目前我们在干部教育工作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

一是干部教育工作发展还不平衡，还有少数同志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抓得不够紧；二是干部教

育机构不够健全，有的还没有建立起来；三是专职教师数量不足，有的质量还不够高；四是有些

地区培训基地尚未建立起来。由于存在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部教育工作的开展。
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干部教育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采取有效措施，认真研究解

决干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此，当前要着重抓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干部教育工作的领导。
加强财政干部教育，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财政干部队伍结构的一个有效措施。现代化建设需

要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财政干部队伍，而全国现有财政干部中，受过高等教

育的仅占3.8% ，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占10% 左右，其余都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这种状况不

改变，要很好完成四化建设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十分困难的。解决这个问题，除今后在补充干部

时注意选拔受过专业教育的干部外，还必须大力加强现有干部的专业培训，尤其是要及早规划，
有计划地抓紧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进行培训，使他们成为又红又专的专业管理人才。

但是，也有一些领导同志对财政干部教育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因而抓

而不紧，行动不力，缺乏紧迫感。他们往往把抓财政干部教育和抓财政业务对立起来，错误地认

为过去不抓干部教育工作，财政任务也完成得不错。他们没有看到目前财政干部的文化和专业知

识与现代化建设要求严重不适应的状况，因而认为不抓干部教育，照样可以过得去。这种错误观

点如不加以克服，势必会给财政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财政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造成不良的影响。

（二）干部教育要逐步走上正规化、制度化、经常化，不断提高培训质量。
干部教育要逐步实现正规化、制度化、经常化，我认为，必须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1 ）不论是离职教育或在职教育，不论是长期培训或短期培训，都必须按照教学计划、教

学大纲和规定的课时，进行教学。
（ 2）要有必不可少的办学条件，如办学场所、师资和教材等。
（ 3）要有严格的考试、考核和一套科学的教学管理制度。干部学习成绩，要作为晋级、提

职和评比先进的重要依据之一。
（ 4）干部教育不论采取什么形式，都要把提高培训质量，作为衡量办学好坏的主要标志。
为了使干部教育走向正规化、制度化、经常化，从1983年起，财政部部属院校准备举办两年

制专修科，对45岁以下的县级财税、建行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以及中青年师资进行深造。毕业后

发给专科文凭，承认学历，并按专科生待遇。以后逐年扩大招生规模，由办短训为主，过渡到以

办专修科为主。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委托当地高等院校举办干部专修科，或委托所属财政中专举

办干部中专。短期培训，也要按上述要求，逐步走向正规化、制度化、经常化。
与此同时，部属五所财院和地方财政部门办的财政中专，要大力举办函授、电大、夜大、业余

中专等教育，使广大在职干部，通过自学的途径，达到大、中专水平。
这样，经过五年至十年的努力，全国财政系统的干部队伍结构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受过专

业教育的干部比重将会加大，逐步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三）进一步解决办学条件，为长期办学打下基础。
教师是办学的基本条件，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全国财政系统现有专职干训教师人数很

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解决的办法：一是积极从内部选调一些适合担任教师的干部充实教师队

伍；二是从在职或离休、退休的老干部中，聘请一些有经验的同志担任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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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植被破毁，不能涵养水源，加上干旱，这两个省的一些河流成了无源之水。河北省 600

多条河流，有不少都断了流。有的河流又被寸寸切断，严重影响了灌溉和航运。河南全省通航的河

道由过去的3，839公里减为800余公里。从太行山到嵩山，到处童山秃岭，水土流失，水库淤积严

重。岳城水库1963年拦洪一次，淤积泥沙达 5，000万立方米。洛阳地区有16座水库，经过10年左

右就都淤平报废。
为了改善我国的自然气候条件，进一步搞好水利建设，应当从现在开始，把大力加强水土保

持工作，作为关系中华民族后代子孙根本利益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在水利建设中要把工程措施

和生物措施紧密结合起来。水利资金的分配，也要根据上述要求作相应调整。根据目前水土流失

的情况和分期治理的要求，今后的水利资金应当适当提高用于水土保持经费的比例。
今后的水土保持经费，可以通过压缩或调整水利建设工程的投资来解决，不一定增加新的财

政开支。例如河南省为了拦防流入黄河的洪水，正在洛河上修建一座设计库容为12亿立方米的水

库。这个水库从1958年动工以来，已经几上几下，耗资 3，000多万元。继续搞下去，据有关单位

计算，需要投资10亿元左右（包括骨干渠系配套工程）。据说这个水库的地质情况还不清楚，坝

基岩石破碎严重。即使建成，也可能因安全达不到标准，不敢拦蓄洪水；或者由于上游水土流失

严重而淤积。有些同志提出，不如把这笔钱用来搞黄河中上游和洛河地区的水土 保 持，更 为 有

利。他们算了一笔帐，如把这笔钱补助社队，可造林 1 亿亩；用作国营林场投资，可造林 2，500

万亩，按一亩郁蔽成林地可蓄水20立方米计算，仅此一项经济效益，等于造了一座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的 5 亿立方米以上的绿色水库。有些专家建议，今后国家每年拿出一笔专项投资，对黄河

中上游，首先是陕晋峡谷和泾渭流域10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进行综合治理，力求通

过十年二十年持续不懈的努力，使流入黄河的泥沙量减少50%，危害最大的粗沙量减少60%。这

是一个治本的方针，值得重视。搞好水土保持还需要水利、林业、农业、计委等有关各部门和有

关各省区互相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取得较好效益，建议国家指定一个权威部门负责

抓此项工作。（未完，待续）

教师。为了提高现有干训教师的业务水平，财政部准备在今年下半年举

办干训师资进修班，学习时间半年。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具体体现，搞好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现在干训的

种类多、层次多，各地培训的时间长短不一，培训的对象和要求也很不一致。过去财政部已组织

有关院校编写了九门干训教学大纲，各地可根据大纲的要求，自行组织力量编写。没有力量的，可以

自行协作解决。财政部负责培训的地局、行长和县局、行长轮训班，先后编出了一些教材、各财经学

院和财政中专也编了一些专科普通班适用教材，各地都可以根据本地区的情况选用或删节自编。
干训基地也是搞好干部培训的基本条件。没有一定的培训场地和物质条件，要坚持做好培训

工作是不可能的。干部培训基地建设，一定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充分发挥现有大、中专院校

的作用。各地的干部学校，最好的办法是把干校和中专结合在一起，“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个别地方有条件的话，也可单独办干校。建设银行是财政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在筹建

干训基地时，要同建行协商，能合办的尽量合办，把建行的干训任务承担起来。税务干部在财政

系统中占的比例很大，培训任务很重。要采取多种形式，多种办法，多种渠道，妥善解决好干训

基地的问题。
财政干部教育工作任务是十分繁重十分紧迫的，我们一定要振奋精神，克服困 难，加倍 努

力，做出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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