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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学习吴波同志有感

 

罗平

一“退”一“留”间的选择，凸显出非凡的

价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我也

在思考，吴老这些看似水到渠成、一以贯

之的选择背后，一定有一股巨大的精神

力量。我们学习吴老，就是要从这股精神

力量中汲取营养，得到启迪，指导行动。

——吴老的选择源于他崇高的共

产主义信仰。理想信仰是共产党人精神

上的“钙”，而行动是信仰的试金石。吴

老早年受周恩来同志的影响投身革命，

出生入死地为党工作，经受住了血与火

的考验 ；建国后虽身居要职，但几十年

如一日，大公无私、甘于清贫。在他接

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无论面临顺境逆

境、高峰低谷，无论是在风华正茂之时

还是已入耄耋之年，无论面对风险考验

还是利益诱惑，无论是处理国家大事还

是个人小事，他始终秉持“千磨万击还

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定，怀抱

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的情怀。是因为，他坚信自己选择的共

产主义信仰是通往民族独立、人民幸福

的“沧桑正道”！

——吴老的选择源于他朴素的“无

产者”情怀。吴老在晚年之时，甚至是

重病弥留之际，仍然牢记着自己参加革

命时立下的成为一个“无产者”的誓言，

一生为之奋斗。最终，他用行动履行了

自己的“誓言”——除了为党和人民、

为财政事业建立的功绩和宝贵的精神遗

产，他什么也没有留下 ；除了党和人民

的由衷感谢和财政人的高度敬仰，他什

么都没有带走。

——吴老的选择源于他的大智慧。

《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谓不朽。”林

则徐说过，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 ；子孙不如我，留钱

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吴老的

“面完摩祖十年壁，换得金刚百炼身”，

勘破了功名利禄的障眼法，摆脱了物质

利益的桎梏和羁绊，实现了精神上真正

的自由。他明白什么是重要的、有价值

和有益的，选择才会如此从容、笃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的部署，赋予了财政“国家治理

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财政

工作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被提升到如此

重要的位置上，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作

为一名年轻的财政干部，在感到使命光

荣的同时，也深感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虽然在和平年代中工作，不曾像吴

老那样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但也要面对

个人和家庭的种种实际困难，面临处理

好付出与得到、“公”与“私”关系的问

题 ；我们虽然职务不高、岗位平凡，不

曾像吴老那样长期在重要岗位担任领导

干部，但也或多或少掌握着财政资金分

配、管理、监督的公权，面临着“糖衣炮

弹”的威胁。想要成为一名信念坚定、为

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

洁的干部，为财政改革发展事业和财政

预算监管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样需

要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道不远人”，

吴老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精神将

一直滋养、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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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中充满了选择，小到每天

出门的衣着、三餐的菜点，大到人生道

路、事业和信仰。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

己的选择，并对这些选择负责。我们的

选择也决定了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渡

过怎样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

就是“我的选择”。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财经高级领导干

部和共和国第五任财政部长，一个为民

族解放和人民财政经济事业毕生奉献的

老革命，吴波同志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从“审干”运动中蒙受冤屈而矢志不移，

到建国后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被批判而

“不改初心”，他用自己的选择践行着纯

粹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从为革命事

业和国家财政发展呕心沥血，到“开风

气之先”主动让贤，他用自己的选择履

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誓言 ； 从

财政管理、资金使用上的克勤克俭、量

入为出，到个人工作生活中“不近人情”

的严格要求，他用自己的选择彰显了一

个真正“无产者”的高风亮节。彰显伟大

人格的，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体

现崇高品质的，往往是一点一滴的小细

节。吴波同志之所以可亲、可敬、可学，

在于他在平凡小事上做出的那些不平凡

的选择。

一个辛劳一生的高级领导干部、一

个并不富裕的大家庭的家长，在自己年

高体衰之时，对于组织分配的宿舍，完

全可以以较低的房改价格买来留给孩子

住。但吴波同志两立遗嘱，硬是要把房

子退还给财政部。在许多人把追逐物质

利益作为人生最大目标的当下，吴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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