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

杂志恩情大	 文章命运新
	 	 ——纪念《中国财政》创刊60周年
傅光明

志创刊同年。父母亲都是典型的农村

人，在家务农。我家有兄弟姐妹4人，我

是老大。家庭生活异常困难，从小我就

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1974年夏

季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生产

劳动。1975年下半年卢家河山区搞农业

学大寨，劈山造田，夫子河分社抽调我

到工地从事宣传广播。1976年6月，白

果公社财政所招收我作为合同制税收助

征员。我具体征管两个乡的农业税收和

工商税收任务。走乡串户，查账收税。

我工作到哪里，就读书到哪里，写作到

哪里，当时看到财政部主办的杂志《财

政》，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也尝试向杂志

投稿，得到了不少编辑的关心帮助，我

记得当时有个叫尚立强（现为中国税务

杂志社社长）的编辑，曾多次写过信对

我的文章进行修改指导。

1980年第5期的《财政》杂志上，

第一次发表了我写的一篇叫《学而优则

《中国财政》创刊60周年，杂志社

领导和编辑约我写一篇纪念回忆的文

章。我欣然应允了。首先是《中国财政》

办得好，为宣传中国财政的繁荣和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回顾1956年，我国的

财政收入只有280.19亿元，财政支出只

有298.52亿元；而2015年全国一般预

算收入达到175767.78亿元，财政支出

总量达到176471.77亿元，分别增长了

626倍和590倍。财政已经成为国家治

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的繁荣发展

和进步，包含着中国财政杂志社的贡献

和耕耘，凝聚着领导和编辑同志们的心

血和汗水。其次，《中国财政》自身有了

很大的发展。无论是每年出版发行的期

数、印量、文章数量和质量，还是编辑

水平以及在全国同类杂志中的地位，可

以说是步履稳健，发展迅猛，进步巨大，

影响深远。第三，对于我来说，《中国财

政》对我个人的进步和成长有着直接的

关联。我就是靠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

章而改变命运的。杜甫有诗云：文章憎

命达。我反其意而用之，把这篇稿件称

之为：杂志恩情大，文章命运新。

我于1956年出生在大别山麻城市

夫子河镇傅兴垸一个农民的家庭，与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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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仕》的文章，副标题是由“税务专管

员职称暂行规定”想到的。写这篇稿子

的起因是在当时粉碎“四人帮”之后，财

政部颁布了一个《税务专管员职称暂行

规定》新制度，提出加强税务专管员业

务水平。在这个制度的影响下，基层财

政开始重视业务骨干，一些业务骨干开

始得到重用。比如说，我们所里有个姓

商的老同志，原来就在县财政局工作，

是个税收业务专家，由于他成份不大

好，所以从县局下放到了财政所工作。

新制度颁布后，县局安排重用了他。对

此我颇有感慨。于是有感而发地写了这

篇文章。原文这样写道：

财政部颁布的《税务专管员职称

暂行规定》，在我们基层财政部门贯彻

之后，产生了很大反响。学业务钻业务

蔚然成风。一些有业务专长的人提拔到

了领导岗位，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好现

象。难免也有些同志不甚理解，认为又

是行“学而优则仕”之道了……

对“学而优则仕”，应当进行具体

分析……在今天，我们所指的“仕”不

是“官老爷”，而是那些在四化建设事业

中能够担当各项重任的能者。在税收战

线，对那些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忠诚税

收事业，热爱本职工作，勤勤恳恳为人

民服务，并具有一定政策水平、专业知

识和业务能力的人，为什么不能委以为

“仕”，提拔到领导岗位呢?

搞四化建设，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

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这是时代赋

予的要求和任务。我们财税部门担负着

极为繁重的任务，建设一支坚持社会主

义道路的专业化的干部队伍，正是符合

“实践第一”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

本观点。税收工作政策性很强，涉及面

广，一收一支，一征一免，都涉及国家、

集体、企业和个人利益。确实非同儿戏。

只有把那些具有一定业务能力的人提到

领导岗位，授予技术职称，在理在行，

顺乎民心，无论对国家，对集体都有利，

对于加快四化建设步伐，加速资金积

累，将发挥重要作用……试行税务专管

员职称制度，对于充分调动积极性，加

速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促进

干部努力钻研税收业务，不断提高政策

水平，牢固树立专业化思想，将会起到

积极作用……只要我们努力学习，钻研

业务技术，勇于实践，一定能够成为财

政战线上的学而优则应为“仕”者，为四

化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此文不长，影响却大。在一些人的

眼中，一个基层财政所的临时工在财政

部的刊物上发表了文章，是了不得的

事，对我个人的成长产生了影响。恰好

其时，10月下旬县委组织部在全县招

考一批村干部经过考试转正为国家公务

员，麻城县财政局分管人事的副局长姚

象芳同志拿着这篇稿子找到了组织部

长，推荐说：“我们白果财政所有个会

写作的合同工叫傅光明，能不能让他参

加？”组织部长看了《财政》上的文章后

立即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通知我参

加了考试，我竟然在比较激烈的竞争中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录入了公务员。在

黄冈地委党校培训学习了三个月之后，

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

写作改变命运，文章重塑人生。书

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自此

之后，我一直对杂志怀着感激之情，写

作不停，投稿不断。我先后经历了麻城

市张家畈公社、麻城县委会、麻城县财

政局、省财政厅等多个层次工作，经历

了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副处长、处长、

副巡视员等多个职务岗位，但我仍然坚

持勤学勤写勤调研。经常有文章发表在

《中国财政》杂志上，经统计共发表了

30多篇文章。学能补拙，勤能医愚。至

今我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共发表文章

1930篇，字数达407.5万字。同时包括

我出版的长篇小说以及其他书籍，共达

1040.9万字。

但是对于《财政》杂志刊发文章

的经历，我一直铭心刻骨，难以忘怀。

2012年11月，我写作出版了第一部《水

往低处流》的长篇小说，由中国出版集

团出版。我在小说情节中完整地将这个

经历以及《财政》杂志发表的文章写了

进去。

2015年《中国财政》第11期发表

了一篇我侄子付博文的文章。他在黄冈

师范学院读书，因为在刊物上发表了这

篇文章，他顺利地拿到了毕业证。下半

年，他参加了省委组织部举办的公务员

考试，录取公务员后分配在麻城市盐田

河镇工作，在《中国财政》杂志的激励和

影响下，他坚持写作，兴趣极浓，收效

极大。一年来在全国报刊杂志发表了20

多篇文章。最近被麻城市人大常委会借

调到机关工作。写作改变命运、文章重

塑人生的道理在现今社会仍然受用。

在短文结束之际，我深情地感谢

《中国财政》杂志，感谢杂志社的领导和

同志们，感谢多年来对我关心支持和无

私的帮助。短文表薄意，心中寄深情。

衷心地祝愿杂志在创刊60年之际，扬鞭

跃马，乘风破浪，为中国财政事业的发

展和进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

大的贡献。	

（作者2016年2月从湖北省财政厅

副巡视员职位上退休，是中国法学会会

员、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

作家协会会员，省诗词学会会员，省廉

政文化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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