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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上崛起的 小 康村
张德全

湖北省远安县盐池河村位于鄂西山区的丛

山峻岭中，全村仅有 5 个村民小组、103 户人

家，耕地面积 268 亩，1980 年前还是一个人平

纯收入不到 50 元的贫困村。然而，就是在这样

一块狭小、闭塞、贫瘠而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矗立起了一座小康村丰碑。1992年全村工农业

总产值达到 688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574 万元，

实现利税 124 万元，人平纯收入达到 1 545 元，

连续 6 年为全县首富村，并挤进湖北省“百强

村”行列。

山区村的财源建设创业史是极其艰难的。

1980 年 6 月 3 日凌晨，盐池河村发生了一起震

惊中外的崩山事件，全村 304 人不幸遇难，65

亩农田被埋没，农舍化为乌有。瞬间，盐池河村

变成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

然而废墟中的人民并没有倒下，一个 20出

头的年轻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就是现在盐池

河村支部书记、湖北省人大代表胡泽玉。胡泽玉

这位大山的儿子，以大山的脊梁，挑起了重担，

领着全村 200多个劳力，向山里沉睡多年的宝

藏——磷矿石进军了。没有资金，大家一分一分

地凑钱；没有测量仪器，他们自制土仪器；没有

公路，全村男女老少上山去修……。功夫不负有

心人，磷矿石终于开采出来了。到 1983 年，生产

矿石 3万多吨，实现销售收入 100多万元，获纯

利 12 万多元，盐池河村人尝到了办企业的甜

头。

然而，祸不单行。正当他们满怀信心大展宏

图的时候，灾难又一次袭来。1984 年 7 月 25

日，一场百年罕见的山洪洗劫了盐池河村，冲走

矿石 3 000 多吨，大部分农田、公路被冲毁，直

接经济损失达 30多万元。山洪刚退，胡泽玉就

带领全村劳力，投入了抗洪救灾战斗。财政部门

及时送来了救灾资金，帮助共渡难关。仅十多天

时间，冲毁的防洪大堤、农田得以恢复；停工停

产的矿井，又传出隆隆机声；中断的公路，又连

成一体，载运矿石的汽车络绎不绝，小村又恢复

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市场竞争残酷无情，盐池河村又一次遇到

考验。1985 年底，磷化市场疲软，磷矿石滞销，

全村积压矿石 3万多吨。正月初二，当人们还在

过节走亲串友时，胡泽玉带着一班人马出山推

销矿石去了。他们上四川，下江苏，几经周折，终

于打开了矿石销路。

他们认识到仅靠开采磷矿石是难以实现经

济腾飞的。村委会一班人集思广益，果断地作出

了“农、工、商一体化，矿、山、水一起抓”的战略

决策，创办了远安县银河实业公司。财政部门也

把该村作为财源建设基地，在资金投放上给予

大力支持，几年来，用于盐池河村的财源建设资

金达 150 多万元，扶持办起了一批具有本地优

势的企业。盐池河村有丰富的大理石资源，实业

公司购回设备，办起了年产 2 万平方米的工艺

石材加工厂。同时利用加工大理石后的边角小

料，建起了水刷石厂。还投资百万多元，建起了

一座装机 400 千瓦的小水电站，年发电量达

120 万度以上。盐池河村的山地面积占 95%以

上，他们向山上进军，建起了一个个杉树林、茶

园、果园、桑园、棕片基地，使昔日的荒坡披上了

绿色的盛装。为了解决运输难的问题，实业公司

先后添置 10 辆汽车，组建了专业运输车队。他

们还凭借该村地处咽喉要道的有利条件，兴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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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商业和饮食服务业。

村办企业的兴起，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为国

家提供了大量税收，从 1985 年以来，累计已为

国家提供财政收入 300 多万元。村级经济实力

不断增强，使山里农民走上了小康之路。

如今的盐池河村建起了宽敞明亮的教学

楼，建起了文化娱乐室、图书室，建起了地面卫

星接收站，全村农户都装上了闭路电视。95%以

上的农户用上了自来水。一栋栋小洋房拔地而

起，一辆辆摩托车飞驰而来，彩电、电冰箱、组合

家具已走进每一户农家。真是昔日贫穷山沟，今

日人间天堂。这是盐池河村人艰苦奋斗的结果，

是财政部门开展村级财源建设的缩影。十多年

来，他们获得省、市、县各种奖励 60 多个。但他

们在众多的殊荣面前，没有自满，没有停步，他

们正乘着改革的东风，沐浴市场的洗礼，朝着本

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 2 000 万元、企业利润200

万元、人平纯收入 2 000 元的宏伟目标奋进！

书评
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

财政年鉴
——《中国财政年鉴（1992 年刊）》简介

严波克

《中国财政年鉴（1992 年刊）》不久 前出版

发行了。这是新中国建立以 来编印的 第一本全

国性财政 年鉴。它的编辑出版 ，是我国财政史料

建设上的一件大事。年鉴，是一种现代化的大型

文献 资料年刊，具有多种功能。年鉴的鉴字，一

是有镜子的含义，二是有照的含义，三是有借鉴

的含义。年鉴可以 说是昨天的史实，今 天的镜

子，明天的见证。年鉴的价值，随着年代的推移

将越来越显得重要。《中国财政年鉴》的出版，对

于沟通上下左右情况，广泛交流工作经验，提高

财政 管理工作水平，推动财政事业的发展；对于

向全国人民介绍财政情况，使 他们更加了解财

政、支持财政工作；对于向国外宣传中国财政 ，

扩大对外交流，都将起到很大、很好的作用。同

时，财政年鉴的出版，也 为 广大财政经济理论工

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开阔思路，提高科研、教学水

平，提 供了有益的资料。

《中国财政年鉴（1992 年刊）》以 丰富翔 实

的资料，全面 系统地记录和反映了 1991 年我国

财政工作的实践活 动和成就，比 较集中地提供

了大量的具有史料价值的财经文献、财经法规

和财经统计资料。纵 观全书，至少可以 看出以 下

几个特点。

（一）生动 地记述 了 1991 年的财政工作。

1991 年，我国各级 财政部门在贯彻 党的基本路

线，发展生产，深化改革，增加收 入，控制支出，

加强管理等方面，特别是加强税收 管理、积极 组

织收 入，努力 筹措资金、支持抗灾救灾，支持搞

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进技术进步，合理安排资

金、保证重点需要，支持各项改革、加强法制建

设 等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取 得 了很大的成

绩。年鉴不仅从全国角度，记述了国家预算、税

收、固定资产投 资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企业事

业行政 财务管理、国 家债务管理、财政 监察、财

政教育、财经图书报刊出版 和财税 信息 系统建

设等方面的工作，而 且记述了各省、自治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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