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刁海然：
“鸡肋田”长出“绿色小银行”

特约记者 王志荣

“真没想到，咱这的盐碱
地，竟然种出了这么好的菜，
现在的油菜价格每斤两块一，
早晨卖了一车 400多斤，卖
了八百多块钱。”1月 10日清
晨，于集镇盐屯村的刁海然
笑着说道。

盐屯，顾名思义就是，
盐碱严重，全村 80%以上的
耕地整天飘着一层白乎乎的
盐碱。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盐屯群众曾经搜集盐碱晒盐
维持生计。近年来，于集镇
加大了水利设施的投入力度，
在盐屯村修上了公路、在农
田中打上了机井，靠天吃饭
的年代一去不复返。随着于
集镇“中国油菜第一镇”品
牌的叫响，群众发现盐碱地
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却非
常适合种植越冬油菜，因为
油菜具有强烈的耐碱性。5
年前，刁海然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在 3亩盐碱地里，撒
上了油菜种，竟然发现出苗
后，长得茁壮，于是便投资
1000元钱，扣上了小拱棚。

“嘿，当年竟然卖了 6000多
块钱，看来油菜抗碱适合盐
碱地，于是增强了改造盐碱地

的信心。”回想起当年，刁海然
喜上眉梢，“第二年购买了 5
方小鸡垫料和优质鸡粪及生
物菌肥进行了充分地腐熟，铺
在了大棚里，结果油菜长得满
棚葱茏，又黑又亮，进入大
棚就像进入一幅风景画，感
觉挺好。”“第二年，效益怎
么样啊？”笔者迫不及待地问
道。“想不到啊，竟然卖了
一万二，不过那时候价格没
现在好。”在刁海然的蔬菜大
棚里，笔者看到，当年的小
拱棚已经被淘汰，换成了 3
米多高的大拱棚。3亩大棚一
半种植了油菜，一半种植了
菠菜，碧绿的蔬菜顶着露珠
伸展着腰肢，令人感到非常
惬意舒适。“小棚换大棚，
好干活，保温效益高。在今
年下雪以前，大棚菜每斤达
到了一块以上，下了雪后，超
过了一块五，现在菠菜每斤两
块，油菜两块一，每天俺两口
子能割四五百斤。”刁海然掩
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照这样
的行情，整个冬季亩产效益超
过万元稳拿。这闲置多年的鸡
肋地竟然长出了‘绿色小银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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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 乡 镇 财 政
我参加财政工作已经近 20年

了，一直战斗在财政第一线。20年
一路走来，经历了乡镇财政发展的
风风雨雨，亲眼见证了乡镇财政建
设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路发展壮
大的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我国废除
人民公社体制，在农村实行政社分
设、组建了乡（镇）政府。为了保障乡
镇政府能有效运作，乡镇财政同时
建立。1986年侯营镇财政所正式成
立。财政所成立之初仅有三人，主要
任务就是农业四税 (占很小比例)和

“三提五统”（俗称“提留”），日常工
作就是负责乡镇人员工资支出及为
维持镇政府正常运转的费用支出。

财政体制的变革，体现着中国
财政政策的深刻变化。在人民公社
时期，财政未单独设立独立的机构，
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
制，伴随着乡镇政府的设立，乡镇财
政所也正式成立，一级政府一级财
政被正式确立下来，实行分灶吃饭，
到 1994年我们参加工作时，财政体
制转变成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变革
体现着中国政府在不断探索财政对
经济的保障和支持方式和效率。可
以说财政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已越来越大，从乡镇来说，我们这欠
发达地区，以前的财政就是吃饭财
政，主要任务就是保工资、保乡镇政
府机构的正常运转，但在乡镇财政
非常弱小的情况下，却往往是吃了
上顿没下顿，几个月发不了工资的

情况是常有的事。为了保证乡镇政
府的正常运转，乡镇政府往往是举
债度日，甚至是通过借征收“三提五
统”之际搭车加码来增加收入来解
决，这无疑加重农民负担，引起党
群、干群关系紧张，甚至个别地方还
会引起械斗等恶性群体事件，严重
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目
中的形象。

后来，国家为规范农村征收行
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在 2002年
进行农村费改税改革，这一举措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防止
了搭车加码等乱收费行为。为进一
步释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
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目的，中国
中央政府决定从 2004年起先后取
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交了两千多
年的“皇粮国税”从今往后不再交
了，“种地完粮”的思想观念在农民
的思维里被彻底颠覆。农民的好日
子才刚开头，之后中央政府又先后
出台政策，对种粮农民实行种粮补
贴、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补贴、抗旱补
贴，家电下乡补贴、摩托车下乡补
贴、汽车下乡补贴，太阳能下乡补
贴、电动车下乡补贴，良种补贴、生
猪良种补贴等等。农民喜在心里乐

在脸上，老一辈的农民逢人就说：
“这是几千年没见过的事啊，共产党
的政策就是好啊！”

财政对农村经济支持远不止这
些，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实力也
越来越壮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也
越来越大，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扶持民营经济发展，这又反过头来
壮大了地方财源，这形成了财政与
经济的良性循环。财政的壮大，对农
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也越来
越大，修建村级公路，修建农村小型
水利工程，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有线
电视、有线电话进村进户，发展社区
建设，建设农村社区文化娱乐健身
场所，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等。乡镇
财政也逐渐从“吃饭财政”向公共财
政转变，让党的便民惠民政策照进
农村的角角落落，照进农民的心窝
儿。

随着财政体制的变革，乡镇财
政所的建设和工作重心也在发生着
深刻的变化。在我们财政所建立之
初，人员 3人，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发
工资，保运转。现在我们财政所有 8
人，财政编制 5人，属乡镇政府编制
3人，大学本科学历 4人，中级职称
2人，人员全部年轻化，知识化。现

在的主要工作内容除了日常的工作
之外，还有争取资金，扶持民营经济
发展，涉农资金的发放，涉农补贴的
发放，支持农产品深加工项目的开
工上马，支持新农村建设等。

回想当年的夏征和秋征 (三提
五统时期，农业税是一起征收的，分
夏秋两季征收，费改税后，以夏征为
主，秋征为辅，近年来改为夏季一次
性征收了)时，从上级到乡镇下指
标、定任务，层层抓，一级抓一级，大
会动员小会动员，讲政策讲任务，每
一次都如同准备打一场大仗。乡镇
干部不分白天黑夜进村蹲点，累得
腰都直不起来了。可由于任务重时
间紧，政策讲解不透彻，再加上村干
部工作作风粗日暴，搭车加码等，往
往是虽然任务完成了，但干群关系
疏远了，矛盾冲突增加了，农民往往
把怨气撒向一线工作的乡镇干部。
我们战斗在财政第一线财政人都深
有感触，现在我们的角色由帮助乡
镇政府催粮催款向为乡镇政府服务

“三农”转变，农民朋友对我们欢迎，
我们自己工作起来舒心，激发了我
们财政人的工作热情，释放了工作
能量，近年来，我们多次被市、区财
政局和镇政府评为先进单位。

几经变迁，我们财政所的办公
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办公场所
就是几间瓦房，办公家俱缺胳膊少
腿，冬季取暖有靠煤球炉，冬天记账
冻得手伸不开。2005年我们搬进了
镇政府办公大楼，办公室宽敞明亮，
冬季统一集中供暖，再也不用担心
冬天挨冻了。今年省财政厅提出建
设规范化财政所，我们作为我区首
批入选单位，不但新建了惠民服务
大厅，而且更新了办公设备，办公家
俱按照要求全部更换成统一标准，
人均一台电脑，新增了空调、切纸
机、胶装机、打孔机、压纸机等，改善
了办公条件，提高了工作效率。

回首这 20年，乡镇财政与祖国
的经济共同发展，共同壮大，伴随着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变革也发生着深
远的变化。作为乡镇财政发展和变
化的见证人，我们面对新形势和新
任务，我们怀着对乡镇财政工作浓
厚的感情、饱满的热情，一如继往地
发扬恪尽职守，扎实工作，无私奉献
的优良作风，为乡镇财政事业做出
自己的贡献!

（作者：李洪亮 杨瑞辉）

古楼街道：“孝文化”让爱常回家
本报讯 “和父母分开居住的一星

期最少看望父母一次，给父母做一顿
饭，陪父母吃一顿饭。离家远的坚持每
两天给父母打一次电话关心父母，有条
件的必须经常回家探望父母，让老人感
受亲情的温暖……”近日，记者在湖北
社区看到养老协议的部分内容。据湖北
社区书记王东星介绍，自 2012年底开
始，社区已经和辖区内 100余户家庭签
订此协议。

提起《常回家看看》协议，家住乐园
小区现都已 70多岁的张少武、李爱兰
两位老人高兴地合不拢嘴：“《常回家看
看》协议真是好，现在我们几个老邻居
的孩子比着孝顺，孩子回家的次数比以
前更勤了。”

近年来，古楼街道大力宣传弘扬
“孝文化”，把“以孝为先”作为重点内
容，搭建平台、突出特色，从“知孝、倡
孝、督孝、评孝、传孝”5个方面入手，在

全街道大力倡树敬老美德，对孝亲敬老
先进事迹进行大力宣传倡导，和留守老
人的儿女签订《常回家看看》协议，并以

《致儿女的一封信》的形式发到各家各
户，使其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同时，为
空巢老人发放“便民服务卡”，随时提供
生活保障服务；每逢过假日、春节、中秋
节、老人节时，社区志愿者都会看望空
巢老人，为老人送上节日礼物。

（特约记者朱健双）

张新龙：方寸之间剪影海底世界
本报记者 李可新 通讯员 谢锦花

1月 10日上午，时隔半个月，
张新龙再次来到名人苑小区的刘先
生家。他从鱼缸里取了一小半杯
水，将水倒入水质测试仪进行检
测。几分钟后，结果出来了：水质
硬 度 4.8dh、 亚 硝 酸 盐 含 量 0.2、
PH值 5.4，完全符合亚马逊河流域
的水质。“水已经养好了，可以放
鱼了。”接着张新龙把七彩神仙、
一眉道人、红鼻剪刀等观赏鱼放入
鱼缸，然后放入斑马螺、黄金大胡
子、极火虾、一线飞狐等工具鱼。
只见长方形的玻璃大缸内，摇曳的
水草、斑斓的游鱼、造型精巧的木
石，犹如一个小小的海底世界……
这就是生态鱼缸。张新龙用自己过

硬的专业技术和温馨的服务剪影着
方寸间的美丽。

张新龙是济宁人，原来在煤矿
工作，是一名养鱼发烧友。2010
年，张新龙辞职去上海，边打工边
学习生态鱼缸的养护。经过两年的
不懈努力，他成为了一名专业造景
师，掌握了专业的鱼草养护和景致
护理知识。通过市场考察，张新龙
还了解到聊城市场在生态鱼缸这一
领域还存在空白，在 2012年 6月，
张新龙毅然投入全部积蓄，在城区
某大型商场开了自己的小店。

“虽然鱼缸不大，但它整个生
态系统是环环相扣的。鱼的粪便掉
入水草泥，粉化后给水草提供养

料，水草进行光合作用净化水质。
工具鱼吃掉水草叶上的藻类，既净
化了水质，又去掉了水的腥味。生
态鱼缸是开放式的鱼缸，在北方干
燥的室内还是最好的加湿器呢！”
张新龙说道。

“好漂亮的鱼缸啊！不过这些
鱼一定很难养吧！”很多顾客不免
顾虑。一个生态鱼缸从开缸到成
景，一般需要 2—3个月，步骤繁
杂，需要过硬的技术，更需要耐心
和细心，一丝也不容马虎。“只要
前期水质调节好，再加上水温的控
制以及平时合理的喂食，成功饲养
高贵典雅的观赏鱼并不是一件难
事。”张新龙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客

户们介绍每道程序。首先是合理布
景。根据客户养鱼的种类，用水草
搭配成景观，造景师按照水草和鱼
类的生活习性，从美学角度出发，
根据客户的喜好设计布景。其次，

“养鱼先养水”布景完成后，用两
周左右的时间，通过鱼缸的增氧、
灯光、过滤系统等设备调节水质，
最后再放鱼，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
景观就形成了。前期，张新龙的养
护科学系统，之后客户们日常
维护就容易多了，大家对他的
技术和服务赞不绝口。

对于老客户，张新龙每隔
一两个月就打电话回访，出现
问题，马上上门进行鱼缸维护。

贴心的服务，使张新龙的小店生意
蒸蒸日上，因此结交了大批“鱼
友”。

“我家有一个生态鱼缸，一开
门看到水里绿叶飘动，鱼儿遨游真
是种享受。新龙兄弟前期维护得很
好，我养护起来也很省事。这不，
我打算再要个小的，放在我的办公
室内。”正在小店里挑选观赏鱼的
王先生兴致勃勃地说道。

近 年 来 ，郑

家镇在辖区各村

庄开展“文化大

院”建设活动，依

托农村文化积极

分子，组织群众

开展多种形式的

文化活动。目前，

该镇已实现“文

化大院”全覆盖。

图为该镇王庄村

的村民正在“文

化大院”中进行

扇子舞，健康向

上度冬闲。

特约记者

李学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