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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短篇卷首寄语，年末一期附有全年登载各类文章的明细

总目录，供读者随时查阅。反映了会刊好学、好看、好用的鲜

明特色，体现了会刊服务于广大读者的办刊宗旨。

（中国农村财政研究会供稿，赵桂良执笔）

中国国债协会

一、召开协会三届三次理事会议

2010年4月22日，中国国债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

议在福建省召开。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为大会发了贺信，充分

肯定协会过去一年工作取得的成绩，勉励协会在新的一年里，

更好地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国债市

场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协会常务副会长张秉国在会上作了

工作报告，回顾了协会三届二次理事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提

出了2010年工作计划。会议表决通过了三届三次理事会工作

报告、年度财务报告，及增补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胡学好、国

库司副司长周成跃和财科所所长贾康为个人理事等组织机构

建设的有关事项。

二、紧密围绕财政中心工作，积极为政府部门服务

（一）协办“2009年国债发行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受财

政部国库司委托，2010年1月14日，协会协办了“2009年国

债发行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财政部国库司司长詹静涛、人

民银行国库局副局长朱苏荣、协会常务副会长张秉国及证监

会的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周成跃

主持会议。记账式国债承销团、凭证式国债承销团成员约200

人参加了会议。

（二）组团赴台湾进行“公债管理体制与市场建设”考察。

2010年6月5-10日，协会组团赴台湾进行“台湾公债管理体

制与市场建设”考察。通过考察，对台湾公债管理、公债二级

市场建设、公债立法、公债交易税收以及行业自律等情况，有

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考察团借鉴台湾的有关经验，就“加快国

债立法步伐”、“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大力促进国债

二级市场发展”等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举办“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相关政策解

读培训班”。2010年9月27-28日，协会在云南省举办“加强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相关政策解读培训班”。协会常务

副会长张秉国出席培训班并讲话，财政部预算司张志华处长

作了专题报告，协会会员和其他机构代表共50余人参加培训

班。

（四）组织《国债条例》制订课题研究。受财政部国库司委

托，2010年11月24日，协会在京举办“《国债条例》课题研究

座谈会”。会议邀请部分长期从事国债业务的机构和国债市场

资深人士共20余人参加。协会常务副会长张秉国出席并主持

座谈会议。会议就《国债条例》制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条例

的基本思路与方向，条例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等方面达成

初步共识。

（五）积极宣传国债政策，普及国债知识，促进国债发行。

配合财政部国库司编辑制作了储蓄国债宣传单，方便个人投

资者了解和购买储蓄国债；通过咨询电话解答投资者在购买

国债过程中的各种疑问，全年累计解答电话咨询2000余次；

在协会网站设立储蓄国债专栏，宣传和普及储蓄国债的政策

知识。

三、紧密结合经济金融形势和市场需求，积极为会
员服务

（一）举办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座谈会。2010年4月1日，协

会在广州市召开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座谈会。财政部、中国人

民银行、银监会等有关部门领导应邀出席，协会常务副会长     

张秉国主持座谈会，部分农村金融机构代表10余人参加座谈。

（二）举办“债券投资会计与税收实务操作培训班”。2010

年6月24-25日，协会在湖南省举办“债券投资会计与税收实

务操作培训班”。协会副会长杨政出席培训班并讲话，培训班

邀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深专家授课，协会会员和其

他金融机构的代表共130余人参加培训班。

（三）举办“宏观经济运行及相关政策分析报告会”。2010

年7月22日，协会在京举办“宏观经济运行及相关政策分析

报告会”。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作专题报

告，协会常务副会长张秉国主持会议，协会会员和部分金融机

构的代表共110余人参加会议。

（四）组织赴加拿大业务培训。2010年10月17日-11月6

日，协会组团赴加拿大进行以“国债市场管理及应对金融危机

策略”为主要内容的业务培训。通过学习考察，培训团成员对

加拿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及国债市场管理的框架

体系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五）努力提高协会网站、刊物质量。一是网站信息内容

增加。网站全年发稿3300余篇，访问量超25万人次。二是刊

物内容更加广泛。协会将刊物《国债与金融》于7月更名为《政

府债务与金融》，并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将刊物宣传报道重点

之一的中央债务管理扩展到广义的政府债务管理领域。三是

年报内容更加丰富。2010年协会继续编辑出版《中国国债市

场年报》，刊物质量有所提高。

四、认真总结协会工作，积极为协会 20 周年活动
做好准备

2011年是协会成立20周年，为回顾总结协会20年来取得

的成绩和经验，2010年协会积极筹备“中国国债协会20周年

回顾与发展”相关活动，组织撰写回顾文章、编制画册，大力

宣传协会在不同历史时期促进国债市场发展，深化金融体制

改革的作用和贡献，使协会未来更好地为政府主管部门、为广

大会员服务。

（中国国债协会供稿，朱 岩执笔）

中国珠算心算协会

一、向财政部、教育部提交珠心算课题研究成果综
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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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珠心算教育具有开发儿童智力潜能作用研

究》的对比实验测试和脑机制研究两个课题三个项目在全国

各地财政厅局、珠协和一些教育部门、学校的支持下，先后完

成结题报告，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两项突破性研究成果，已分

别在荷兰、美国的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为珠心算教育提供

了理论支持。据此，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以下简称中珠协）结

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此前完成的课题研究成果，于2010年

上半年正式向财政部呈送书面报告，7月15日财政部办公厅

正式向教育部办公厅发函，转送了中珠协《关于珠心算教育具

有开发儿童智力潜能作用的对比实验和脑机制研究》课题成

果的综合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课题的立项过程及研究成果，

并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设想。

二、设立珠心算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

根据中珠协七届二次常务理事会提出的设立“中国珠算

心算协会珠心算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的

建议，中珠协秘书处启动了设立基金委的各项准备工作，经主

管部门同意并报财政部领导批准，已按民政部的规定，基本完

成了各项筹备工作。经民政部审计验资后，基金委的工作将

于2011年初正式运行。基金委以公益性为目的，向特定对象

定向募集，专款用于珠算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重在推广普及珠

心算教育，支持经济落后地区开展珠心算教育活动。

三、开展珠心算学术交流活动

2010年6月，中珠协学术研究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会暨

理论研讨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召开，会上共有28个省

区市提交论文101篇。8月，中珠协举办了“全国第二期珠心

算教师培训班”，通过组织学员进行经验交流、上观摩课等，

增强了全国各地珠心算教师之间的联系，为教师间相互学习、

交流搭建了平台。

与此同时，各省级珠协也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

活动。浙江省珠协邀请马来西亚、印度、西班牙等国家参加浙

江国际珠心算大赛，并组织学生赴马来西亚等国家进行珠心

算比赛。上海市珠协组织接待了美国、日本、台湾等地珠心算

专家到上海进行观摩交流。吉林省邀请韩国等地专家到吉林

考察交流，并参加了韩国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青少年珠心算友

谊观摩赛。吉林、江苏、陕西、安徽、广西、天津等省区市之间

也积极有序地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

四、开展珠心算比赛和等级鉴定工作

2010年，中珠协及各级珠协的珠心算比赛有条不紊地进

行，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珠心算比赛相继开展。

7月25-27日，在湖北省恩施市举办了“第十九届全国少数民

族珠心算比赛”，来自13个省区的14支代表队领队、教练、选

手共计70人参加了比赛。珠心算鉴定改革稳步推进，许多地

方采用了修订后的珠心算等级鉴定标准，鉴定工作取得新成

绩。新标准更符合客观实际，深受幼儿园的欢迎。中珠协2010

年向各省区市发放珠算珠心算证书约25万本。

五、开展珠心算师资培训工作

中珠协于2010年1月和8月举办了第一、二期珠心算教

师师资培训班。培训班受到各地珠协、教学单位和珠心算教师

的欢迎，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小学、幼儿园教师约300人参加

了培训。

六、珠心算教育教学规律研究探索工作取得新成效

2010年，中珠协调研组先后深入内蒙古、湖南、湖北、黑

龙江等省（区）的基层市县、办学单位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各

地珠心算教育推广普及情况，总结各地教学经验，帮助解决开

展珠心算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难题，对珠心算教育工作进行现

场指导。通过对调研情况进行分析，撰写了调研报告。

珠心算教育教学研究取得新进展。《珠心算教育教学相关

问题研究》课题结题，结题报告全文刊登在会刊《珠算与珠心

算》杂志上。《珠心算教学与训练》论文集出版工作基本完成，

论文集由中国珠算心算协会编辑，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启动幼儿珠心算教学用书的编写工作，教学用书初稿已基本

编写完成。

七、举行海峡两岸通信比赛和交流活动

2010年5月，中珠协和台湾省商业会联合举办了“第十九

届海峡两岸珠算通信比赛”，两岸共计20余万人参赛，比上届

增加2万余人。8月5-12日在河南省举办了第十八届海峡两

岸珠心算交流活动，来自台湾的20余名珠心算界人士和来自

安徽、山西、广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厦门、长春等地珠协

的20多名代表参加了交流活动。通过交流，双方进一步加深

了对推广珠心算教育情况的了解，达到了加强两岸学术交流、

增进两岸民间友谊、共同弘扬珠算文化的目的。

八、筹办并参加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三届二次常务
理事会

2010年12月11-14日，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以下简称

世珠联）第三届二次常务理事会在日本札幌召开，中珠协秘书

处为此次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会议形成了6项

决议，即：每两年举办一次珠心算比赛；定于2011年举办世

珠联第四届珠心算比赛，同时召开第三届三次常务理事会；

建立健全联络员制度；加强常务理事会、理事会会议制度与

会费缴纳的管理；对个别长期不缴纳会费、不参加世珠联活

动的常务理事、理事及非理事会员单位提出处理意见；吸收

新会员。

（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供稿，米惠珍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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