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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愈久情愈浓
财政部财政文学会副秘书长｜王云奎

在举国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又以喜悦的

心情迎来了中国财政杂志社成立 40

周年、《中国财政》创刊 65 周年。作为

《中国财政》的老读者老作者，我欣喜

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特别值

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以感恩的心，向

中国财政杂志社、向《中国财政》致以

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诚挚的祝福 ：祝愿

中国财政杂志社在今后的征程中赓续

优良传统，再创改革佳绩 ；祝愿《中

国财政》在为财政改革发展的鼓与呼

中，发出更宏亮的声音，作出更突出

的贡献！

前不久在整理旧书报等资料时，

不经意间看到的一张老照片，勾起了

我一段珍贵的回忆。照片中间位置站

立的是中国财政杂志社原副总编辑 

刘凤桐，他是第一位主动和我联系的

杂志社的同志。2002 年 6 月，我来北

京参加财政部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

会议期间，当时的部办公厅主任王军

告诉我，《中国财政》杂志的一位同志

想和我见见面。后来大概因为时间不

凑巧，最终没有见成。当年 8 月中旬

的一天上午，我正参加县政府常务会，

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北京有电话找

我，正是刘总编。他客气地了解了我

工作和生活情况，又和我简要地聊了

《一个财政局长的工作手记》的写作及

获奖的一些常人不大注意的细节，并

且邀我写一点体会性文章。过了一段

时间，我在当年第 11 期《中国财政》

上读到了刘总编的散文《从王云奎散

文获奖想到的》，同时刊登了我的那篇

拙作。读罢刘总编的文章，我对他敬

征文——砥砺初心  共创未来

准备，形成项目清单，做好项目申报审

批相关前期工作，做到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到位后，马上就能落实到具体项

目，发挥资金效益。目前，已落实项目

33 个，形成支出 11.76 亿元，其中 ：贷

款贴息 0.31 亿元，担保费补助 0.05 亿

元，其他（资本金）9 亿元。预计项目

完成后将带动固定资产投资 140 亿元，

带动就业 3.7 万人，实现税收 10 亿元。

三是闭环监管，绩效管理。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实行全程绩效管理，目

前，33 个项目总体目标明确，分别从

产出、效益和满意度设置了数量、质

量、时效、成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两个满意度

等绩效目标，完整的反映了项目的生

长周期。对于跨年度项目，同时设置

了中长期目标和当年目标。

突出“好”字，多点发力，推动产

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用好投入方式，发挥专项资

金引导撬动、示范引领作用。按照《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伊犁州产业

发展资金全部用于新建项目，并通过

贷款贴息、担保费补助和产业基金（资

本金）投入方式予以支持，积极鼓励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产业发展。州直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用贷款贴息方式支持

8000 万元，用产业担保补偿方式支持

5000 万元，用产业基金（资本金）方式

支持 23.7 亿元，已带动固定资产投资

32.65 亿元。

二是对标产业目标，完善产业体

系。一产围绕稳粮、优棉、强果、兴畜、

促特色，通过贷款贴息方式，投入专

项资金 1.4 亿元，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二产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

业培育壮大、劳动密集性产业大力发

展，以园区平台建设为抓手，综合应

用贷款贴息、担保补偿、产业基金等

方式，投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1.93

亿元，州本级专项资金 0.5 亿元，全力

推动工业产业转型升级。三产注入州

级担保平台 0.5 亿元，进一步解决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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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有加，总想找机会拜访，绝不仅仅

因为他给了我较高评价，更主要的是

因为我从文章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他对

财政工作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谁

知直到我离开基层财政领导岗位近两

年半之后才实现了这一愿望。

那次到北京，是因为参加中国世

纪大采风组委会举办的全国第五届征

文大赛颁奖大会。颁奖大会一结束，

我便决定去中国财政杂志社看望一下

老朋友。和刘总编一联系，他恰好在

单位，异常热情地表示欢迎。那天下

午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相谈甚欢，他

还满足我的请求，专门与我合了影，

于是就有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刘总编

十分素朴，平易近人，照片左边是当

时《中国财政》编辑部主任王尚明，面

上的微笑流露出多年老友相见的那种

坦诚和真挚。即使时隔多年，再端详

他们温和亲切的面容，一种异常感动

的暖流瞬间便不由自主地涌遍了全

身。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 2005

年 9 月下旬，地点大概是在杂志社办

公楼的楼顶平台上。背景的近处是平

台的围墙，稍远处是郁郁葱葱的枝叶，

为照片增添了许多蓬勃的意味。

我之所以比较详尽地回忆这次见

面的一些细节，是因为这对我来说，

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那时，因工作

需要，我离开县财政局主要领导岗位

已经快两年半了。按照世俗眼光，当

时的我，对一些人来说，早已经没有

“价值”了。没想到杂志社的同志如此

热情，这让我十分感动，使我充分感

受到《中国财政》的大门是永远对一

切忠诚的作者、热心的读者敞开的。

这就是一个刊物的核心价值观，是办

刊人的精神与境界。有了这种境界和

追求，刊物自然会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自然会越办越好。如果从 2002 年

8 月算起，直至今日，我与《中国财政》

的交往已历经整整 19 个春秋。但是，

年份再久，流逝的只是岁月，不变的

却是感情。而且随着岁月的增加，这

份纯粹的感情还愈来愈浓。

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刘慧娴

编辑建立了比较经常的联系。每遇重

大活动，小刘便主动询问我的闲忙，

提出约稿意向。对我来说，即便有时

时间紧，对编辑部的约稿我也都尽全

力完成。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对《中国

财政》的一种责任。这些年我应约撰

写的《还是应该上收县管》 《细处最见

信仰真》 《不断前进的〈中国财政〉》

等，不但抒发了一个老财政工作者的

感悟和情怀，也在一定范围产生了共

鸣，有的还在杂志举办的征文大赛中

获奖。就是自己因感而发撰写的一些

稿子，只要送到编辑部，从编辑到社

领导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有些

篇幅还是比较大的。比如《我的 2002

年》 《充满阳光之路》 《风雨财政路》

《我所感悟的财政散文》等。有些虽然

是不直接涉及财政的稿子，编辑收到

后也及时反馈，适合刊登的尽快刊发。

比如今年第 5 期刊登的《信仰的真与

执着——读〈秋瑾集〉有感》便是如此。

对于一个离开财政战线已经多年，况

且早已退休的“原”财政工作者来说，

这就是最优厚的待遇了。我常常以此

为荣，我过去的财政老朋友也常以我

为傲，甚至还有点羡妒呢。

回忆近 20 年与中国财政杂志社

和《中国财政》的交往，我最深切的体

会是编辑部对读者和作者以心换心，

正如古人所说，“换我心，为你心，始

知相忆深。”我相信，编读（作者）之

间有了这样一种挚情，杂志的路子一

定会越走越宽，也一定会赢得更多的

读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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