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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出意见 , 但发言稿不用你们准备 ,

我自己写。”会议的第一天 , 他到会就

财政经济形势和如何办好两个杂志讲

了话 , 与会同志反映很好。以后 , 各地

通讯组做了大量工作 , 发挥了很好的

作用。

《财政》杂志的内容虽然包括税

务 , 但总是受到篇幅的限制。许多同

志特别是税务部门的同志希望能再有

一个税务方面的专业杂志。杂志社的

一些同志也有这个意见。1984 年上半

年 , 我们向李朋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 ,

并建议再办一个税务杂志。他同意我

们的意见 , 让我去和当时财政部税务

总局局长金鑫同志商量。金鑫同志也

很支持。随即税务总局和杂志社联名

给部党组写报告 , 建议创办《中国税

务》杂志 , 由杂志社编辑出版 , 杂志稿

件在税收业务方面由税务总局把关。

经部党组同意（并经文化部同意）后 ,

在税务总局的大办支持下 , 杂志社成

立了《中国税务》编辑部（税务总局调

给了五位同志 , 包括一位编辑部副主

任）。经过一段筹备工作 ,《中国税务》

杂志在 1984 年 10 月创刊面世 , 受到了

广大读者特别是各地税务干部的欢迎

（后来财政部税务总局改为国务院直

属的国家税务局 ,1988 年 8 月 ,《中国

税务》杂志划归国家税务局主办 , 杂志

社《中国税务》编辑部也成建制地划

归国家税务局）。

1985 年春天以后 , 由于部党组同

志分工的调整 , 李朋同志不再分管杂

志社了 , 但他仍然关心和支持杂志社

的工作 , 杂志社的一些重要活动 , 如

1986 年 7 月纪念《财政》杂志创刊三十

周年座谈会 , 他仍然来参加。往事历

历 , 恍如昨日 , 而李朋同志离开我们已

经三年了。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作者为中国财政杂志社原社长、

总编辑）

回顾与展望

1990 年 6 月 16 日 , 我带着许毅导

师“工作要干好、学问不能丢”

的叮嘱 , 由财政部科研所黄菊波

副所长陪同 , 来到中国财政杂志社报

到。6 月 19 日正式开始工作 , 直至 2005

年 8 月退休。这一干就是十五年。在这

五千五百五十多个日子里 , 我把自己

人生中最富精力、最有激情的黄金时

段 , 献给了财政会计宣传、编辑、出版

事业。回首这些难以忘怀的岁月 , 我又

仿佛置身于杂志社之中。

一、对工作的认识既要有高

度,又要有深度

能不能适应工作、胜任工作,首先

有一个对工作的认识问题。在这里 , 主

要是指对财政宣传工作的认识。此前 ,

我在财科所工作时,曾与余天心同志联

名,给财政部党组写信建议创办财政部

自己的报纸 , 强调办好一张报纸 , 对于

做好财政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墨迹未干,我就被一纸调令派到杂志社

做编辑出版工作。我深深了解这一工

作的责任及其使命。我认为 , 杂志社的

工作 , 既是我国财政事业的组成部分 ,

对财政改革发展有重要的舆论导向作

用,其政策性和专业性是很强的,因此,

在工作中务必始终坚持服务中心、服

务现实、服务读者的办刊兴社方针 ; 又

是党和国家宣传事业的组成部分,事关

大局 ,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 因此 , 在工

作中务必突出发展、突出改革、突出特

色。我是这样认识的 , 也是这样做的 !

从大的方面看,我们专题研究过如何提

高刊物质量问题,如何扩大刊物发行问

题 , 如何强化经营管理问题。从小的方

面看,我们积极参与组稿、采编、审稿,

同时还最大可能地写好每一篇社论、

评论 , 每一篇诗词等等。总之 , 刊物的

内容与形式都在与时俱进。前者 , 烙下

的是改革开放的痕迹,后者则在潜移默

化中变得丰富多彩了。而“两刊”的月

发行量则曾经达到80多万份。

二、对工作的态度既要有战略

思考,又要有战术把握

做编辑出版工作 , 有重大的政治

责任 , 因为它涉及方向性、政治性和原

则性。换句话说 , 叫做有一定的风险。

毛主席说的“政治家办报”, 就内含着

办报办刊的政治要求。其次 , 有全面的

业务诉求 , 因为财政、会计从理论到业

务 , 都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 , 丰富的现

实诉求 , 是理论、政策和业务相互渗

透、互相作用的学科 , 而且必须服务于

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 , 因此 , 作为编者 ,

既要有战略眼光、战略思维 , 又要在具

体工作上有战术上的把握。至于如何

办刊 ? 我曾经为《中国财政》创刊 50 周

年、为《财务与会计》第三届国家期刊

奖写了两首小诗。前者曰 :“请带上祝

福前进”; 后者为 :“感悟奖杯”。这两首

小诗较为充分地展示了我的内心世界

与内在情感。作为编者 , 我为你耕耘着

青春与生命 ; 作为作者 , 我为你奉献智

慧与珍品 ; 作为读者 , 我为你掏出真爱

与赤诚。当然 , 这两首小诗里 , 也较为

生动地反映了我的办刊理念与实践 ,

在“祝福”一诗中写道 :

毛泽东指示“政治家办报”,

为你校正政治方向的准星;

小平同志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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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瞄准中国式发展的中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你铸造与时俱进的灵魂;

统领全局的科学发展观,

为你全面提升理财办刊的本领。

一篇篇社论、一面面旗帜,

迎风招展发出时代的强音;

一篇篇评论、一种种精神,

激扬文字唤起读者的共鸣;

一篇篇新闻、一条条经验,

为改革呐喊为发展助阵;

一首首小诗、一股股暖流,

放射出火花燃烧着激情;

就这样从《财政》到《中国财政》,

你顺应时代潮流破浪扬帆,

你传达中央声音雷厉风行,

你探索理财之道增进文明。

真可谓笔耕财政文兴中国,

真可谓风行四海大音希声!

在“感悟奖杯”一诗中 , 我写道 :

双手捧着晶玉般的奖杯,

脑海里腾升起往事的回忆。

《财务与会计》

笑迎“三中”全会的春雷,

在改革中发芽吐蕊,

在发展中展翅高飞!

编者呕沥着心血,

    耕耘着大地;

作者激扬着文字,

    播种着智慧;

读者收获着喜悦,

    转化着生产力!

双手捧着晶玉般的奖杯,

仿佛置身“奥斯卡”的颁奖大会。

我真的感到了它的分量:

310多期约三千万字的成绩,

主旋律激越高扬,

“三贴近”日趋紧密!

我真的感悟了它的真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收获和耕耘永成正比!

只要用心用情用生命编辑,

就没有登攀不了的高峰,

但高峰之上还有更高的天地!

三、对刊物的质量既要注重提

高,更要身体力行

关系杂志社生存发展的命根子 ,

就是刊物的质量。刊物质量的高低 , 不

仅仅反映一个杂志社的水平 , 而且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部门、一条战

线的水平。因此 , 杂志社的工作 , 务必

要把提高刊物的质量 , 包括政治的、理

论的、业务的、编辑的等各种质量放在

突出位置。这里面 , 既包括有读者公认

的品牌栏目 , 又包括有政策导航的重

要文章 ; 既要有权威学者的超前性研

究成果 , 又要有财经部门的政策性权

威解读 ; 既要有国外财经可资借鉴的

现代化管理做法 , 又要有基层财政工

作的典型性经验交流等 ; 以及刊物本

身的结构问题、重点报道问题。所有这

些 , 作为编者必须统筹兼顾 , 作为领导

还必须身体力行。譬如 , 刊物的社论、

评论 , 就是杂志社领导务必高度重视

的。任何报刊 , 都必须有社论或评论 ,

这是刊物权威性、工作指导性的体现。

因为一篇社论、评论 , 实际上是有政策

导向和工作导向的 , 特别在改革时期

更是如此。我在杂志社工作期间 , 写了

十几篇社论、评论 , 有些是为党和国家

的重大事件而结合财政工作实际写的 ,

这些社论评论的时效性很强 , 有的甚

至要赶在召开重要会议之前写好 , 以

免影响时效 , 影响出刊 , 影响读者。记

得有一次财政编辑部主任在下班前给

我派了一次急活 , 让我晚上写一篇社

论 , 次日上班交稿送主管部领导审稿 ,

我如期完成。如《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

引下建设强大的国家财政》、《贯彻三

中全会精神精心谋划税制改革》等 , 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总之 , 为了

财政会计宣传 , 为了刊物的质量 , 我始

终把理论学习、政治学习、业务学习作

为每天工作的必修课 , 无论工作多忙 ,

也要挤出时间读书看报 , 否则就像丢

了魂似的。又如 , 对工作精益求精 , 对

“两鉴”的审稿 , 我们有集中汇审 , 从文

章的结构体系、逻辑思路、观点论述、

文字修辞、标点符号等诸多方面进行

把关 ; 对“两鉴”的封面设计 , 我们有研

究、有设计 , 然后优中选优。

四、对杂志社的明天既充满信

心又寄于希望

退休后 , 每每回到杂志社 , 既感到

它的温暖 , 更感到它的变化。帅男靓

女 , 充满朝气、活力和魅力 , 更感到了

杂志社的希望。

随着文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兴起 ,

特别是新闻出版事业单位改革的不可

阻挡,杂志社面临改革与发展的机遇与

挑战,既不可忽视,更不可错失,唯有抓

住机遇,迎接挑战,才可能有新的发展。

为此 , 我认为 : 一是要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正确处理杂志

社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主管、

主办与市场化、数字化的关系 ; 二是要

用新的战略眼光、战略思维谋划杂志

社的发展 , 正确处理质量与数量、规模

与结构、编者作者读者的关系 ; 三是要

权衡利弊 , 相机抉择 , 把《财务与会计》

真正办成半月刊 , 可以说 , 这应当提到

杂志社工作的议事日程,并尽快付诸实

施;四是要在办刊的理念创意上与时俱

进,把党与国家关于财政会计工作的精

神、把各级财政部门、各层次读者、各

方面作者的财政诉求结合起来,从而不

断提升刊物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拓展市

场 ; 五是要在培养高素质编辑人才、经

营人才上下功夫,让年轻人在市场经济

中搏击风浪,展翅高翔!

 我深信 ：杂志社的明天会更加美

好 !

  （作者为中国财政杂志社原副社长）

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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