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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传承吴波精神CHINA STATE FINANCE

缅怀和纪念的最好方式是传承
李振声

工商业的贷款，帮助私营企业解决资金

周转困难 ；适当减轻私营企业税收负

担，鼓励私营企业满负荷生产 ；扩大城

乡交流，拓宽流通渠道；提倡增产节约，

挖掘资金潜力等许多主张建议。这些建

议以财政部名义上报中央后均被采纳，

对于建国初期在经济转轨的特殊困难时

期集中财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

重要作用。

老同志们还回忆说，1979年吴老担

任财政部长时一股改革大潮正风起云涌

席卷中国大地，他经过调查研究建议中

央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

制，并对广东、福建两省及深圳、汕头、

珠海、厦门四个特区实行特殊的财政政

策。这一方案既不影响中央宏观调控，

又调动了地方的创收积极性，还促进了

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为顺利完成我国

经济体制转型、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增

添了强劲动力。为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

坏殆尽的税收秩序，吴老指示有关司局

草拟了《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受

到中央肯定并被国务院批转，其中提出

的建设税收理论、税收制度、干部队伍

三大工作目标更具深远意义，为日后在

我国建立起一套科学严密的税收制度规

范和一支高素质的税收干部队伍奠定了

基础。

老同志们感慨说，财政人不是只管

进进出出收收支支的“账房先生”，作为

一个合格的财政人不仅要理财，而且要

理思路，要学会围绕财政工作出主意想

办法当好政府的智囊团，用好的思路和

点子去挖掘和换取财源。缅怀吴老，向

吴老学习，首先要传承他的这种敢为人

先的创新精神。

在财政系统，吴老以“抠门”出名。

说起吴老的“抠门”故事，我们厅的老

同志亲眼见到和亲耳听到的能摆出一

大摞。有位老同志五十年代去财政部汇

报工作，见接待他的处长使用的算盘是

用铁丝绑着的，便不解地问，都坏成这

样了，为什么不换把新的？那位处长

说，不是不想换，是报到吴部长那里给

卡住了，部长说算盘又没掉珠，绑绑照

样能用。还有一位老同志七十年代去部

里办事，见办公室的几位工作人员不管

算账还是起草文件，用的纸张全是打印

过的一些废弃文件的反面。这位老同志

感慨地说，有人喜欢把财政部比作国家

的“钱袋子”，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手握

“钱袋子”的人竟然如此节俭！这都是

吴老多年倡导的结果。“当家人要知道

柴米贵，要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正是

吴老耳提面命的谆谆教导，使财政人传

承了这种为国为民当家理财的精打细算

精神。

吴老在职期间曾多次到山东调研，

一位老厅长回忆起1976年陪同吴老去

泰安调研的情形仍感慨万分。那一次

吴老一行乘火车到泰安，省里安排了5

部小轿车在车站等候服务，其中的一

辆“红旗”是专门为吴老准备的。可吴

老婉言谢绝，只留下一辆面包车，把小

共和国的第五任财政部长、我国

财政战线的老革命、老前辈吴波同志

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可在财政人的

心目中，他的形象依然是那么地鲜活

和生动。

那天，我们厅的离退休老同志集体

学习财政部关于向吴波同志学习的通

知，大家回忆起在老部长领导下共同为

财政事业开拓耕耘不懈奋斗的日日夜

夜，缅怀老部长为财政事业呕心沥血鞠

躬尽瘁的点点滴滴，不禁心情激动，热

泪盈眶。大伙委托我写篇缅怀和纪念吴

老的文章，我为难了，吴老是财政人的

精神高峰，高山仰止，怎么能写好这样

的文章呢？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厅长指点

说，吴老是财政战线的一面旗帜，也是

财政人的学习楷模，我们缅怀和纪念吴

老，不是为他评功摆好，而是为了弘扬

他的精神。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是的，

缅怀是为了传播，纪念是为了继承，让

吴波精神世代相传成为财政人永远的精

神财富，不就是对吴老最好的缅怀与纪

念吗？

吴老是老一辈革命家，参加革命

后一直从事财经工作，解放初期李先念

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长的时候，他主持财

政部日常工作。我厅一些建国初期参加

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说，那时财政工作难

干，国家百废待兴，国库空虚没钱，面

对通货膨胀、物资短缺、流通不畅、市

场萧条等困难局面，吴老积极向李先念

部长建言献策，提出应加大银行对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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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全部退了回去。这位老厅长悄悄对

吴老说 ：“既然车都派来了，咱们就坐

一次吧，否则跑上六七十公里让车子放

空回去也是浪费。”可吴老说，放空回

去只浪费一次，留下它们则每天都会造

成浪费。再说我们车轮滚滚一溜青烟搞

调研，老百姓还不戳断我们的脊梁骨？

到了晚上住招待所的时候，为吴老安排

了个套房，吴老坚决不住，说我们是来

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不就睡一宿觉

吗？何必这么铺张！坚持调整为一个单

间。调研组回北京的时候，当地同志为

每人准备了一份山核桃，装车时被吴老

发现了，他双手抱拳对送行人员说：“谢

谢大家的好意，心意领了，东西放下。

不是我不近人情，是因为不收别人的东

西是我这辈子的铁定规矩。”

对于吴老的清廉与简朴作风，老同

志们每人都有着说不完的见闻，但最令

大家嘘唏不已的，则是他病逝后只留下

几万元的银行存款，还有两份上交两套

住宅的遗嘱。吴老用自己的一生坚守着

“把一生献给党，做一辈子无产者”的承

诺，这种对信仰的忠诚，对承诺的践行，

正是需要财政人认真学习世代传承的宝

贵精神财富。

需要学习和传承的还有吴老的家

风，我们这些已做了长辈的人对此感受

最深。一位老同志在学习时自我对照反

思说，把价值千万元的房产上交给国

家，这事搁在我身上我做不到。退一步

讲，即使我能做到也很难通过子女这一

关。可吴老的子女们身居陋室甚至在北

京压根就没有立足之地的情况下，却遵

从父亲遗愿把本应属于自己的房产无偿

地交还给了国家，而且没有一丝留恋和

半点抱怨！这就是家教的作用，是家风

熏陶的结果。谈到家教家风，吴老“不

求高官厚禄，但求本分做人”、“路是自

己走出来的，让父母抱大的孩子不会有

出息”等家训令我们这些老同志格外敬

佩。在有的人想来，作为高官的吴老不

用亲自出面，就能为子女的工作、仕途

铺就一条金光大道。然而他这一辈子对

孩子们反而处处“帮倒忙”：长子吴本

宁大学毕业后在吴老鼓励下去支边，在

高寒缺氧的甘肃舟曲干了一辈子。期间

吴老的老战友们想帮忙把老大调到兰

州，结果被吴老拦住。幼子吴本立从部

队转业去北大荒当了一名拖拉机手，后

来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教师，学校安排他

去香港进修，吴老听说这是领导的“特

殊关照”，就亲自打电话硬是把进修名

额让给了其他教师。三儿子吴威立清华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国

资局成立时缺人想把他调过去，可吴老

认为儿子不能在自己管辖的部门工作，

同样被挡在了门外。对于父亲这些阻碍

“进步”的“倒忙”，吴老的子女们都欣然

接受。尽管吴老的子孙们全都是工人农

民和普通干部，却从来没人打着吴老的

旗号去拉关系托门子为自己谋取好处。

他们遵循着吴老的教诲，凭借着自身努

力，奋发有为，自强不息，让吴家始终

保持着纯真简朴温馨祥和的清新家风。

古人说，天下之本在国，一国之本在家，

一家之本在于家风。重视家庭教化，树

立良好家风，用长者自身的高尚行为去

影响和塑造后代的人格与心灵，也是需

要我们认真学习和传承的吴波精神。

  (作者单位 ：山东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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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澄城：
加快推进电子商务发展

陕西省澄城县把电子商务发展作为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有

力抓手，以宣传、推介、销售特色农产品为切入点，对SOD有机苹果、

水晶樱桃等进行策划包装，实现网上交易，推动电子商务及县域经

济发展。同时，县财政每年拿出500万元，对发展电子商务的经营主

体、物流园区建设、地域品牌建设和开展电子商务示范等方面给予

奖励补助，为全县电子商务的发展壮大提供强了有力的资金支撑。

魏向群  王建智｜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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