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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文化

安东泰老人二三事
莫之军

祥和蔼地看着我,点头表示支持。在3个

多小时的采访中，他讲述了自己随王任

重率领的南下工作团从河北到湖北工作

后,参与新中国湖北省财政厅组建工作

中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尤其是讲到当

时严格的政治纪律和财务制度中的一些

事，让我至今难忘。

一件事就是新中国湖北省财政厅成

立后不久的一天，省人民委员会（即省

政府）在财政厅召开全省六个行政专署

的专员会，会前，财政厅工作人员特

地从水果行买来7根当时非常“稀罕”

的香蕉，准备用来“招待”与会的6位

专员，这事让参加会议的省人民委员

会副主席兼省财政厅长的领导同志

知道了，这位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评了

财政厅这种大手大脚的花钱行为，并

自掏腰包还上了买香蕉所花的“公

家”的钱，算是自费请与会的6位同

志“尝个鲜”，多的一根最后让一位来

自北方从来没有见过香蕉的小同志

吃了。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新中国湖北

省财政厅组建不久。那时，武汉刚解

放，由省城武汉通往各专署的交通很

不方便，按当时财务制度规定，干部

下乡都靠步行，非特殊情况，没有经

过批准，干部不得租借马匹下乡。有

一次，财政厅一位同志因公要到襄阳行

政公署出差。襄阳距武汉有数百公里之

遥，因时间紧，任务急，这位同志当时

没经请示，就自己租了一匹马，骑着到

襄阳出差。从襄阳回来后，这位同志拿

着租借马匹的费用票据找机关财务室

报销，经财务人员审核后发现程序不合

规定，硬是坚持执行财务制度没有给他

报销。最后，这笔费用还是由这位同志

自己负担了。

今年是安东泰老人百年诞

辰，老人去世已经三年了，但今

天忆起老人，心中仍有一种由衷

的敬意。安老是1949年7月新

中国湖北省财政厅组建后，继刘

济荪、王任重、吴先恩、张旺午

之后的第五任厅长。

我与安老相识,是我刚调到

湖北省财政厅《财政与发展》编

辑部工作不久,即1999年7月 ,

适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编

辑部拟搞一个纪念专辑，派我去

采访当时健在的一些熟悉财政

厅历史的老同志，其中就有安

老,那时候,他已经从省财办领

导岗位离休多年。经与他夫人孙

健老人联系后,他们非常热情地

欢迎我去采访。由此开始了我与

安老长达十余年的交往。而让我印象深

刻的无疑是对他的三次采访，仿佛就在

昨天。

记得1999年那一天烈日似火,特别

热。当我骑着自行车到安老家时,老人

已在门口静候。进门后，见我满脸汗水,

孙健老人赶紧给我端茶倒水，安老则在

一旁默默地用一把竹扇给我扇风。稍事

坐定后,我将采访的目的向老人作了说

明,希望得到帮助。身材瘦小的安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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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将采访中安老讲给我的几

件“小事”都写进稿件中了，文章发表

后，有的同志看了感到惊讶和不可思

议，这才多大点事？觉得那时的人太

“古板”了。而事实上，在安老他们那个

时代和那一代人身上，这种“古板”也是

干事创业的严谨。这是今天的我们无法

想象的。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为

了进一步宣传好财政厅不平凡的光辉历

史，在征得领导同意后,　我们决定再挖

掘财政厅历史丰富的“宝藏”，搞一个纪

念专题，全面反映新中国湖北财政六十

年不平凡之路。带着良好的愿望,我与

编辑部同志再次来到安老家。原本想,

老人家年龄大了,精力差了,不知能否接

受我们的采访。而当安老听明白我们的

意思后，表现得十分乐意,并在他与我

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小黑板上写下:这是

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好事。随后，他用了

3个多小时的时间,给我们讲述了自己

与新中国前三任财政部长薄一波、邓小

平、李先念三位领导工作中接受他们亲

切教诲的往事记忆，感受过他们求真务

实时刻想着人民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

作风与大局精神。

安老特地给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大

跃进”后他经历的一件事。那是1960年，

省里秋征粮食会结束后，安老在黄陂县

调查中发现这里的农民和周边几个县的

农民因饥荒已经开始出现逃荒了。而此

时有的领导却还在吹嘘粮食丰收又创

高产。安老他们将问题反映上去后，杳

无音讯。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正在安老

心急如焚之时，他得知湖北老领导、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第二

天要到湖北视察。他当即赶回武昌，在

东湖宾馆直接向李先念副总理汇报，反

映湖北粮食紧缺问题，一些地方的老百

姓开始逃荒了。汇报中，他特地把黄陂

一位县长找来，要求县长同志向先念同

志说真话，讲实情。先念同志听了他们

的汇报后，神色严峻地说：没有想到情

况是这么个样子，不过单是湖北一个省

粮食出了问题，我还是有办法的。见先

念同志这样说了，安老就大胆地向他提

出请求中央帮助湖北解决一些粮食。先

念同志答应给湖北调拨了一些粮食和

高粱，解决了当时湖北粮食紧缺的大问

题。事后，有省领导还为此批评过安老，

责怪他不该越级向先念同志汇报湖北粮

食紧缺的问题。面对领导的批评，安老

说：“批评我接受，但为了湖北人民有

饭吃，我不后悔。”事后证明，如果没有

先念同志为湖北及时调拨粮食和杂粮，

在随后的全国性的大饥荒中湖北的灾难

更是不可想象的。

在我们即将结束这次采访时，安老

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从事财政工作

的同志，肩负着为人民当家理财的重

任，工作中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做什

么事，出台什么政策都要以党的事业为

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在一些问题上，

要敢于讲真话，做实事，这样才能真正

为人民当好家理好财。

2011年，建党90周年前夕，我与

编辑部同志在策划选题时，再次想到

了安老，我们决定再搞一个专题来反

映省财政厅早期党的组织建设和红色

革命典籍。这位历史老人与我十几年

前第一次采访他时相比，听力几乎完

全丧失了 ,我们之间的交流沟通，要

费很大的劲，经过小黑板书写沟通几

个来回才能“说”清楚。但仍然思维敏

捷，许多多年前的数据都还记得住，特

别是一些涉及到的历史细节问题，不

厌其烦地在小黑板上反复地与我沟通，

直到把问题完全搞清楚了，才转入下

一个话题。记得我将稿件送他审时，安

老虽然耳聋，但视力却是出奇得好，他

审稿子时竟然不带眼镜，而是拿着稿

件，一字一句朗读下来，偶尔用手中的

铅笔在一些文字处做上记号，然后再

用小黑板与我沟通，直至清楚明了后，

最后才签上自己的名字。由此，我真切

地感受到了这位耄耋老人为人做事的

严谨与执著精神。

也是在这次采访中，我从安老的述

说中发现老人家是1936年2月红军东

渡黄河到山西不久就参加了革命，理

应享受老红军待遇，而事实上他一直

只享受老八路待遇。当我向老人求解

时，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淡定地对我

说，自己当初参加革命并不是冲着什

么待遇来的，而是认准共产党就是为

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党，是老百姓自己

的党，因而才加入的。他接着说，与那

些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了的烈士比，我

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什么理由去向党

和人民讲功劳争待遇？如此高的思想

境界，才是这位德韶仁寿老人对革命

本义的理解。

斯人已去，绝响谁继。他生前向家

人提出的去世后不设灵堂，不作告别，

不与生者争地，骨灰付诸江河，平淡之

中更显出隽永。由此，我想到诗人臧克

家先生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却

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纵观安

老革命的一生，他无疑就是那种有着革

命高尚情操和富有革命牺牲精神的人,

尽管他离开了我们，但却永远活在我们

的心中!　

（作者单位：湖北省财政厅政策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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