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 顺 财 政 工作 坚持 面 向 农 村

四川省富顺县財政局在县委領导下，以

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政治统帅业务，把

政治工作贯穿到各种业务活动中去，不断敎

育干部克服单纯业务覌点，加强政治覌点、

生产覌点、群众覌点，逐步把財政工作的重

心转向支援农业，积极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

活服务，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集体经济

的巩固，幷使本部门的业务活动方向越来越

正确，路子越走越宽，工作越做越活。

克服单純业务覌点 坚持面向广大农村

原先，富顺县財政干部中有不少的同志

存在着单纯业务覌点，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

收收支支、打打算算的圈子里。当領导上提

出 “县级財政部门应以 主要力量用于支援农

业”的要求时，有的同志认为，农业生产有

党委抓，与財政部门 “关系不大”；有 的 认

为，支援农业就得多给錢；还有的说，拨款

记帐、审查报表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支

援农业？一九六四年以 来，在上级党委的具

体指导下，財政局党支部针对这些活思想，

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有关农业问題和財政经

济问題的论述，教育干部明确认识农业与財

政的关系。学习中，大家结合本县几年来財

政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农业生产的好坏

对財政收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財政支出的

大部分又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有着直接、
间接的关系，从而认识到財政上 的 一收 一

支，不是与农业“关系不大”，而是“关系极

大”，財政工作是不是面向农村、支援农业，

实质上是愿意不愿意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服

务。通过反复讨论，使大家逐步領会了毛主

席指出的 “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財政经济问

題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

生产，然后以 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稅

收”的深远意义，明确了工作方向。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党支部进一步组

织干部大搞制度、作风革命化，精简公文报

表，简化財务审批手续，调整局 內 组 织 分

工，建立乡级財政，从而使支援农业的思想

落实到行动上去。经过不断 实 践、不 断 总

结，富顺县財政局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方

面，已经基本上做到了三个“主 要”、三 个

“首先”，即：領导精力主要抓支援农业的工

作，干部力量主要用于支援农业，工作重点

主要摆在农村；安排资金首先考虑支援农业

的需要，部署业务工作首先部署支援农业工

作，处理问題首先考虑对农业的影响。一九

六五年，財政局領导用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

抓支援农业的工作；全局干部，除財政驻厂

员外，一至十一月份每人平均下乡时间为一

百三十五天，占实际工作日的百分之四十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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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处处从农业出发

  一心一意为农业服务

富顺县財政局在支援农业的工作中，紧

紧跟上党的中心，把主要力量用于党委提出

的生产关鍵问題上，时时、处处 从 农 业 出

发，一心一意为农业服务。
富顺属于浅丘地区，水利条件较差，一

九六四年县委根据省委提出的水 利 建 设 方

针，组织全县人民，以 机电提灌为中心，大

搞农田水利建设。財政局立即组织干部学习

有关文件，使大家认识到支持水利建设是財

政部门支援农业的重要方面，必须在水利建

设中当好“促进派”。他们从各方面压缩不急

需的开支，将当年预算外资金可用部分的百

分之七十三用于水利建设。机电提灌搞起来

以后，出现了提灌机械的修理问題，他们又

联系有关部门，从停撤企业中调拨了价値九

万多元的各种机床、设备七十六台（件），支

持水电部门成立农机修配车间，保证了全县

提灌机械的及时维修和正常运转，同时也大

大降低了修理费用的开支。为了促进提灌事

业的巩固和发展，財政局还协助主管部门硏

究制订提灌站財务制度，定期组织財务互审

互查，协助开展机台核算，促进了提灌站经

营管理的改善，作业成本逐年降低。由于广

大职工的积极努力，全县提灌站“以副补主”

后，一九六四年盈利二万九千元，一九六五

年盈利更多。
发展生猪，是富顺全县农村解决肥料问

題的重要途径，也是各社队发展多种经营的

重要项目。但有一段时间，市場供应的仔猪

不足，特別是缺少良种猪，县委号召各部门

积极研究解决这一问題。財政局就组织公产

果园工人，利用果树间隙地种植猪饲料，饲

养良种母猪，繁殖仔猪，两年来供应给生产

队和贫农下中农的仔猪即达一千三百多头。
除了在价格上给予必要的照顾外，对于困难

队和贫农下中农困难戶，如果一次付款有困

难，还可以 分期付款。为了更好地促进生猪

的发展，財政局还从预算外的资金中借款给

各区粮站和酒厂购买母猪，利用米糠和酒糟

作饲料，繁殖仔猪供应生产队。养猪事业经

过各方面的努力，有了较大发展以后，財政

局又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解决饲料问題。他们

通过派驻酒厂的驻厂员，协助酒厂合理安排

酒糟的供应，适当降低售价，同时配合商业

部门共同规划，把酒厂摆布在农村，就近供

应酒糟，支持生产队发展生猪。
富顺县財政局就是这样从党委的中心工

作中，找出本部门支援农业的工作重点，千

方百计为生产服务。

用政治統帅业务  为革命办好财政

財政干部每天接触的是帐表算盘，日常

工作是收支管算，有的同志往往把本身业务

活动看成是单纯的技术工作，不注意从政治

上考虑问題。为此，富顺县財政局在支援农

业的工作中，注意了抓活思想，从解决干部

思想问題入手解决业务问題，敎育大家树立

“为革命办財政”的思想，推动了各项工作的

改进和提高。
一九六三年以 前，富顺县財政局有的同

志把农业稅减免仅仅作为一项经济工作和单

纯技术工作来做，分个指标、填个通知单就

了事，不问实际效果。有些困难队 年 年 减

免，生产面貌幷无显著改变，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助长了社队干部和社员单纯依赖国家的

思想。一九六四年，他们总结了以 往工作中

的经验敎训，并且组织有关干部深入 农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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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查，了解到有些困难队缺乏耕牛，有些

贫农下中农缺乏必要的生产工具，使大家逐

步认识到农业稅的减免，关系到贯彻党的阶

级路线，关系到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

的关系，关系到促进集体经济的巩固，是一

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这样，就使大家透过

写写算算的业务工作看到了政治，增强了阶

级责任感和政治覌点。
认识提高以 后，財政局进一步组织干部

深入社队，听取了基层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的

意见，研究了改进农业稅减免工作的办法。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他们抓住了“分得准”和

“用得好”两个环节，把社会减免同扶持困难

队结合起来，把社会减免同帮助贫农下中农

困难戶解决困难结合起来。这样，贯彻了党

的阶级路线，正确地处理了生产队长远利益

与当前利益、生产与生活、集体与个人之间

的关系。同时又在整个减免工作中，注意对

享受减免的生产队和社员进行政 治 思 想 工

作，进一步激发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

强的精神，使国家的减免照顾发挥了支援和

扶持生产的效果。因此，最近两年富顺县的

社会减免指标虽比前几年减少了一半以 上，

而效果却比往年显著提高。
富顺县財政局通过这些活动，大大增强

了干部的政治责任感，把那些看来是平凡、

琐细的收、支、管、算工作，做 得 有 声 有

色，更有成效。

学习“长岡乡”关心群众生活

过去，富顺县財政局的同志认为，安排

群众生活是党委的事，与財政部 门 关 系 不

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題，党支部组织全局干

部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

工作方法》一文。通过学习，使大家认识到，

热情关心和主动参与安排群众生活是財政部

门的份内事，而不是“份外”事。幷且提出要

以毛主席文章中提到的长岡乡为榜样，充分

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积极为农民生活服

务。
烧柴问題，是当地群众生活中的一个大

问題。有的社、队，经常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的劳动力用于出外拣柴，往往影响 集 体 生

产。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財政局的同志认识

到，这不是什么“生活小事”，而是为人民的

大事，便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参与解决群众

烧柴问題。他们首先把全县二十 多 个 沙 洲

（属国有土地）利用起来，通过区乡財政，与

附近的生产队订立合同，由国家投资播种芦

苇；生产队负责栽培与收割，只付给国家少

量的价款。仅一九六五年全县就收割了芦苇

一千万斤左右，可供四千五百多戶社员半年

烧柴之用，当地群众非常满意。现在，他们

除了继续扩大种植芦苇外，还在沱江沿岸公

地上种植芭茅，帮助更多的社员解决烧柴问

題。许多生产队由于节约了出外拣柴的劳动

力，社员出工率高，都说是党和政府帮助他

们“解决了大问題”。
帮助解决农村小学校舍和贫农下中农住

房问題，是富顺县財政局为农民生活服务的

又一个重要方面。仅在解决农村小学校舍的

工作中，財政局主动联系敎育部门，邀請建

筑工人参加，组成四个工作组，花了四十多

天时间，走遍全县七十二个公社，对二百四

十多所农村小学的校舍情况，逐个进行了实

地检查，首先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又根据轻

重缓急，分期进行整修，各方面反映良好，

而所花费的资金还比原来预计的数字节约百

分之三十三。
（原载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 日

《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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