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收第一线。没过几天，由于过度劳累，加之上火和患

重感冒，王文波自己也病倒住进了医院，他不顾医生和

所里同志的劝告，晚上到医院打吊瓶，白天照常下乡收

税。崎岖的山路上留下了他的足迹，农户的田间炕头闪

现着他忙忙碌碌的身影……就这样，他忍着病痛和所

里的同志一起圆满完成了全镇农业税夏征任务。

王文波在做好农税征收工作的同时，时刻关心着

群众的疾苦。他深知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富

裕，就不会有国家税收的稳定增长。几年来，他把帮助

农民脱贫致富，发展农村经济当做自己份内的事，跑资

金，跑信息，先后帮助 12 个村办起了 30 多个工副业项

目，增加农民和集体收入 2 000多万元。姜格庄镇北王

家庄村，南靠烟威公路，北靠渤海，砂石资源丰富，地理

和资源条件都很优越，但是苦于没有资金进行开发，直

到 1989 年以前这个村还是个工副业“空壳”村，集体经

济薄弱，农民人均收入只有 200 多元。王文波和所里的

其他同志经过反复考察论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25 万

元，帮助该村先后办起了沙场、车队、汽车大修厂、饭

店、旅馆等工副业项目，年实现利税 120 多万元。到

1992 年底，全村人均收入达到 1 300 多元，群众高兴地

说：“是财政所的同志帮助咱走上了致富路”。

在索取和清廉面前，他选择了清廉

这几年，王文波周围不少亲朋好友富了、发了，可

他每月拿着 200 多元的死工资，家里还是结婚时的那

点家当。有的亲朋好友劝他：“都什么年月了，光知道没

命地干工作，你手里或多或少有点权，也该为自己打算

打算了。”王文波不为所动。他心中自有他的想法：人不

能为钱活着，违反原则的事决不能干。1992年秋季因受

风暴潮的袭击，全镇果园和虾池受灾严重，有的村干部

提着好烟、好酒来到王文波家请他给予照顾，多减免一

点特产税。王文波婉言谢绝了，并认真地对那位同志

说：“该减免的，你不送礼也会照常给予减免的，不该减

免的，你送多少礼也不行”。第二天，他亲自到各村进行

察看，落实受灾情况，按照政策规定，向上级进行了如

实反映，及时把灾情减免款送到了受灾群众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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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 峡市理财人

——记全国财政系统先进

工作者张留欣同志

李少民

每当夜幕降临，在豫西边缘的三门峡市财政局办

公楼上仍亮着一盏灯，灯下忙着一位辛苦了一天仍不

知疲倦、年近花甲的老干部——一个为三门峡经济发

展奋力拚搏的实干家——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

市财政局局长张留欣同志。他上任于 1989 年初。他曾

担任过洛阳地区财政局局长，长期从事财经工作，1986

年区划调整时被照顾留在三门峡市驻洛阳办事处。对

组织上的决定，他二话没说，毅然抛家别妻，只身从洛

阳来到数百里外的三门峡市，主持财政局的全面工作。

他到任后，率领新组建的局领导班子狠抓了机关作风

纪律整顿，优化劳动组合和廉政建设，全面推行目标管

理，严格奖惩制度，使机关面貌在短期内有了根本转

变。

近年来，在他的带领下，该局干部职工团结协作，

连年被三门峡市政府评为超额完成责任目标先进单

位。1992年被授于“立功单位”，同时获得省扶贫工作先

进单位、控购工作先进单位、全省财政宣传先进单位、

文明单位等 20 多项荣誉称号。他个人也被评为全国财

政系统先进工作者。

作为财政局长，张留欣同志时刻不忘把培植财源

做为头等大事来抓。三门峡地处豫西丘陵山区，建市

晚，基础差，底子薄，财政收入连年入不敷支。为了改变

这一状况，他深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确定了“因地制

宜，充分利用本地‘黄、白、黑’和‘果、烟、牧’等资源优

势，巩固和发展现有财源，扶持和优化发展中财源，探

索和开辟后备财源”的财源建设方针，制定了“八五”期

间财政扭补创收规划及摆脱财政困境的具体措施。为

了筹措资金，支持生产发展，他不顾年老体弱，东奔西

走，共筹措资金 1 亿多元，扶持了卢氏、渑池等县的烟

叶生产、灵宝县的县、乡黄金生产企业和一批重点工

程、重点企业及短、平、快项目，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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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1993 年该市财政收入比 1988 年翻了近一番，所

辖 6 个县（市）区中有 3 个县提前三年完成“八五”规

划，1 个县如期扭补。

财政局长难当，穷地方的财政局长更难当。为了管

好穷家，张留欣同志始终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

在大型会议费管理、小汽车定点维修及费用跟踪审计、

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支持行政事业单位创收抵支等

方面，研究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取得显著成

效。

前些年，三门峡市财政补贴每年都在 4 800 万元左

右，一直是困扰市县财政的一大经济负担。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张留欣同志从 1991 年下半年开始就组织力量

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对肉、蛋、菜、煤等各项补贴逐步改

暗补为明补，并于 1992年 7 月 1 日在河南省率先放开

粮油购销价格，及时制定了与之配套的财政财务管理

办法，帮助粮食部门转换经营机制，改变了粮食企业长

期吃财政“大锅饭”的状况。通过改革，全市每年可压缩

补贴 3 000 万元，减轻了财政负担，为河南省粮改工作

的全面铺开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公费医疗管理方面，张留欣和他的同事们作了

成功的尝试。1990 年 9 月，在他主持下，经过深入细致

地调查研究，市财政局推出了新的公疗管理方案：实行

门诊定点医疗，凭卡就医，经费包干，超过标准部分由

个人、单位、公疗门诊部三方负担；财政派员直接参与

公费医疗管理，公费医疗管理效果与卫生事业费挂钩；

定期公布市直享受公费人员的开支情况，加强群众监

督。这一方案出台后，有效地抑制了公疗费用的过快增

长，引起河南省财政厅和财政部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视。

张留欣同志是位有 40 多年党龄的老同志，他的一

言一行都保持着优良的革命传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全局的干部职工都十分敬佩他。他从洛阳调到三门峡

工作 4 年多来，一直住在办公室，寝办合一。局里多次

给他安排住房，他都婉言谢绝，把方便让给了其他同

志。儿子结婚时，他请了几天假，回机关后就按考勤制

度扣了自己的奖金，并张榜公布。由于他的身体力行，

带动了全局的廉政建设工作。

张留欣同志在抓好各项业务工作的同时，还经常

挤出时间钻研问题，撰写文章。他的《论当前财政部门

廉政问题》、《要把“两扭两创”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

《克服困难，开源节流，走市带县财政的新路子》、《缓解

财政困难的出路》等 10 多篇文章先后在中央、省、市级

报刊发表，并有 3篇在省以上评比中获奖。在他的带动

下，三门峡市财政宣传和理论研究蔚然成风，为社会各

界理解和支持财政工作架起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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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财政监察系统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

北京市财政局财政监察处

山西省财政厅财政监察处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财政监察处

福建省财政厅财政监察处

山东省财政厅财政监察处

河南省财政厅财政监察处

湖南省财政厅财政监察处

云南省财政厅财政监察处

甘肃省财政厅财政监察处

哈尔滨市财政局财政监察处

先进个人

孔祥生  北京市财政局  处长

路金华  北京市丰台区财政局  科长

赵国玺  北京市朝阳区财政局  科长

王世福  北京市平谷县财政局  副科长

席成才  天津市宝坻县财政局  科长

赵宝贵  河北省财政厅  副处长

裴晓东  河北省邯郸地区财政局  副科长

程国平  河北省邢台地区财政局  科长

贾二丑  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财政局  科长

王连鹏  河北省保定地区财政局  科长

姚志江  河北省衡水地区财政局  科长

张 茂 河  北省张家口地区财政局  科长

生玉来  河北省东光县财政局  副股长

张俊海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财政局  科长

李孔伦  山西省财政厅  处长

郝勋业  山西省太原市财政局  科长

郭振明  山西省临县财政局  股长

张怀银  山西省武乡县财政局  副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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