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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1年至今，掐指算来从事基层财
政工作已经三十多个年头了。走过四个乡
镇，在基层第一线几乎干过财政所内所有工
作，乡镇经费出纳、经费会计，翻山越岭到果
园估过产、收过农林特产税、干过预算会计，
从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成长为任职十九年
的财政所长，用乡镇财政的资金规模见证着
乡镇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路走来，工作中沉
淀了太多太多，感慨也太多太多。
　　记得那是大约2000年的时候，山东作
为试点之一的省份开始推进作为惠农措施
之一的农村良种补贴。我那时刚大学毕
业，工作的第一站——— 柳花泊乡，辖内有小
珠山水库，是全区水源地之一，产业以农业
为主，良种补贴涉及到全乡200多户，每亩补
贴12元，最少的不到一分地，不足一元钱。
区农业处的领导考虑资金额度小、户数多，
怕兑现时有困难，要求对地处偏僻村庄的进
行现场发放。于是，我们去往小珠山脚下的
木厂口村。到达后，发现老百姓像过年一
样，成群结队来村委领补贴，一个七八十岁
的老嬷嬷，踮着小脚过来领她不足一分地的
七毛钱补贴，我拿出一元钱，老嬷嬷小心翼
翼从布袋里掏出一个小包，颤巍巍地打开已
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的小手帕找零，当时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心里说不出是什
么滋味。回来后连续几天，我心绪难平：老
百姓是多么容易满足啊，你不用做轰轰烈烈
的事情，只要把党的政策、党的温暖第一时
间送到百姓的炕头，他们就会很满足、很高
兴。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千方百计把
基层百姓的事情解决好。
　　如今，那个乡已经改为灵珠山街道，还
招商引进项目，投资上亿元恢复修建了菩
提寺，主导产业已经由原来的生态农业调
整为旅游及配套的现代服务业。1993年，
全年入库税金仅有300余万元，乡镇级财政
收入仅为50余万元，靠吃转移支付过日子，
仅能维持机关、教师的工资；如今，入库税
金达3亿多元，财力也骤增了100多倍，达到
8000余万元，一级政府也能集中一些财力
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大事了。
　 2006年初，因推广“乡财县管”财政管
理新模式，我从工作了十四年的柳花泊，
交流到了当时六个镇街财力最好的长江
路街道办事处，那个地方物阜人丰，房地
产业高度发达，所以，契税的收取是工作
中难事和大事。当时，看着纳税人和收税
人交税时因价格问题矛盾集中，而收取依
据“两茫茫”的状况，我倍感焦急。新春伊
始，我和同事一道，利用休息日跑遍三十
五个社区、一百多个居住小区，大概了解
了每个小区的房屋分布特点、建造年代、
价格等因素，手绘了小区房屋分布示意
图，后来又委托相关单位绘制了小区分布
图，挂在税收大厅的墙壁上，作为我们收
取契税的参考依据。从那之后，工作起来
就方便多了。中介部门还曾开玩笑说，要
买我们的小区分布示意图的所有权呢！
　　2009年，我又到了地处省级旅游度假
区的薛家岛街道办事处，那里也是一个工
作环境积极向上、团结干事的地方。财源
建设、旅游开发、旧城改造、项目建设等各

项事业蒸蒸日上，每年的旧城改造政府投
资往来款项达十几亿元，财源建设也获得
突破。在具体工作中，主要领导要求我们
不仅要把握宏观，还要抓实微观；不仅要
当战略家，还要当战术家；不仅要善于思
考，动“脑”有思路，还要落实措施，动“手”
怎么干。于是，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我
们率先推行了党政成员定期走访企业制
度，扑下身子和企业交朋友，帮企业解决问
题和困难。记得我和主要领导包一个税源
企业，那几年因发票“瓶颈”问题一直制约
着企业的税收规模。经过领导和税务部门
的共同努力，几经研究和协调，我们终于啃
下了这块“硬骨头”，助力该企业当年结下
硕果，那年前十个月，缴纳税收两千余万元。
中秋节前夕，我到企业看望慰问时，该企业
全体班子成员在会议室集体等候，电子屏幕
上打出“诚挚欢迎薛家岛街道办事处领导光
临指导，衷心感谢财政领导节日关怀”的字
样，我的心底不禁涌起阵阵暖流。当我回来
跟领导汇报、分享感受时，我们一致认为，这
是我们倡导的以企业为本、服务企业的“双
赢”——— 不仅获得了税收，还收获了信任和
友谊！当年，全处全口径收入突破6亿元，本
级可支配财力突破亿元大关。
　　2015年，街镇机构改革，一纸任命书
把我带到了黄岛街道办事处，这里宁静悠
远、鸟语花香，海边、公园时常飘出歌声、
舞曲，老百姓过着安逸富足的每一天。且
胶州湾第二隧道的建设，使胶州湾东西两
岸城区联系更加密切，黄岛片区畅达主城
区，是新区梦想再出发的起航地。
　　时至今日，西海岸新区镇街财力逾亿
元的越来越多，在区县级财力所占比重也越
来越高，基层财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三十余年，乡镇历经巨大变化，农民也
逐步转变成市民，我也由一个风华正茂的大
学生变成了一个成熟理性的乡镇理财人。
　　而今，一幢幢拔地而起的临海安置小
区，景色秀美宜人；一位位乔迁新居的居
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室内集中供
暖一应俱全，温暖如春，让人们告别了烟
熏火燎生炉子取暖的时代；一条条畅通无
阻的公路大大缩短了空间和心理距离，人
们的愿望，心想“路”成；文化生活更加多
彩，精神家园充实优雅，邻里乡亲其乐融
融……乡镇财政虽说是五级财政的最末
端，但它连着幸福的千家万户，牵着党和
政府的温暖关怀，只要我们把老百姓的冷
暖放在心头，带着情感为老百姓做事，哪
怕事情再小，也价值无限！
　　回顾乡镇财政三十余载的点点滴滴，
浓浓的幸福感便从心底缓缓涌起。如果说
一滴水可以观照世界，那么三十多年聚集
起的，便是一个沧桑巨变的伟大时代。作
为有幸亲身经历这一伟大时代的基层
财政人，我为自己曾经的付出感到自
豪！今天，西海岸新区迎来更大的
发展空间和机遇，我愿将全部热
情和精力贡献给这个时代，
也憧憬着基层财政更美
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殷世界
　　
  日前，西海岸新区女
作家李玉坤创作的随笔集

《两棵藤》由中国石油大学
出版社出版。全书分《此
生情未了》《从大海回到草
原》《阳光像你就可以》三
辑，共三十四篇文章，13.1
万字。作品讲述了作者对
亲情、爱情、友情的回忆与
理解，对工作、爱好、职业
的平衡与执着，既展现了
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和优
美的文笔，又描绘了大海
与草原南北相望、双向奔
赴的诗与远方。
　　“煤矿里出生，草原上
成长，西北上学，大海边工
作，这是我生命的轨迹。无
论是平庸日子的枝枝蔓蔓，
还是特殊时光的起起伏伏，
一路丰富多彩地走下来，都
源于我对草原和大海的感
知和释怀。”据悉，祖籍西海
岸新区的李玉坤，出生于黑
龙江鸡西，后随全家迁居至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大
学时光在呼和浩特度过，毕
业后来到西海岸工作定居。
　　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的
她 ，在第一辑《此生情未
了》中，记录了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嬷嬷、公爹婆婆
的点点滴滴，见证了她从
出生到成年再到婚后的甜
蜜；《老少四辈儿的火车
缘》一文记载了从哈尔滨
到海拉尔列车上的故事，
讲述了她“天生不安分”的
背后。“父母是两棵藤，两
棵缠绕在一起的藤”，在

《会飞的蒲公英——— 献给
父亲》一文里，她和姐妹们
是 父 亲 播 撒 的 蒲 公 英 种
子；在《此生情未了——— 献
给母亲》一文里，对母爱的
思念之情让人感同身受，

“一代代过去，唯有大地永
存……在天堂的母亲啊，
我 仍 愿 意 看 到 您 笑 靥 如
花。”
　　亲情、友情、爱情，藏于李玉坤
笔下的家长里短，其背后是她对每
一个生活过的地方的热爱，对每一
个相处过的人的眷恋。所以才会有
第二辑《从大海回到草原》里这样的
感慨———“大海和草原是支撑我生命
的父亲和母亲、梦想和现实、回忆和
未来。它们充盈着我的日日夜夜，温
暖着我的生命，温馨着我的心情和
身体。”
　　从书中不难看出，李玉坤是一
个注重平衡家庭、职业以及“诗和远
方”的人。“我的职业，给我一份供养
和成长；我的伙伴们，我的友情，我
的大海，我爱的草原，我爱的足球，
我爱的书，我爱的《诗经》……林林
总总，都是我生活中闪耀的光，一路

带我走过春夏秋冬。”
　　《两棵藤》一书的序言《写给妈
妈的序》是李玉坤女儿对母亲的评
价，她们之间有着浓浓的温情和人
间烟火气。在该书第三辑《阳光像
你就可以》中，面对妈妈抱怨女儿
长得不像她，女儿的回答是“只要
阳光像你就可以”。作者感慨道：

“女儿，女儿，就是今生‘度’我的那
个人”。
　　“远方在召唤，未来在召唤。
爱无折返，唯有插上翅膀，一路奔
跑，飞翔……”这是《两棵藤》后记
上的最后一段文字，直击心灵，令
人忍不住想要翻开它。在喧嚣忙
碌的时代，放慢脚步，静心品味，跟
随作者一起欣赏美丽的风景，欣赏
身边的人，欣赏真实的生活。

——— 读西海岸新区女作家李玉坤随笔集《两棵藤》

从草原到大海，邂逅“诗与远方”

《情系乡财三十载》
———《两棵藤》节选

《两棵藤》封面

　　■李玉坤简介
　　李玉坤，祖籍山东青岛，系青岛
西海岸新区作协理事。20世纪60年
代末出生于黑龙江省鸡西市，成长
于呼伦贝尔大草原，毕业于内蒙古
大学哲学系。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西海岸基层
政府部门从事财务工作，先后任职
四个镇街的财政所所长达二十余
年，在国企任秘书、妇联主任和财务
总监等近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