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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
    ——我心中的“财政精神”

翟 峰

着时代的使命。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

中，四川财政人在全国财政系统的大

力支持下，依靠强大国家力量的支撑，

13亿多国人的守望相助，完成了震

后10天1500多万人的应急安置、震

后100天1200多万人的过渡性安置、

震后1年内350多万户震损住房的全

面修复加固、震后1年半150万户农

房的全部重建、震后2年26万户城市

居民住房的基本重建、震后3年内38

个恢复重建重点城镇和2899所学校、

1883个医疗卫生机构的相继竣工……

于是，便有了以一步跨越20年的速度

从废墟里“长”出的民居、学校、医院、

福利院、文化设施；有了在绵延300

公里的汶川地震带上如颗颗璀璨明珠

般的映秀、汉旺、红白等100多个涅

槃重生的小镇；有了现在四川老百姓

口中最广泛传诵的“最漂亮的是民居、

最坚固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

最满意的是群众”这样的流行语……。

而财政人通过如“汩汩泉水汇成

澎湃大江”般的“坚定政治、精细业

务、过硬作风、廉洁清正、和谐进取”

的长期品格铸造，展示出的“上善若

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财政精神”，

正是对“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财

政工作目标和财政优良传统精神的最

真实、最生动的诠释和写照。

当然，作为延伸、补正“上善若水”

的“厚德载物”，进一步告诉我们：以

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就如大地一样

能容养万物。“厚德”虽强调的是个人

内在的道德修养，但对构建和谐社会

却有其独特的意义。因为，最好的德

行就像水，水善于滋养万物而不争功

德，既能厚道和谐之德行，又能盛载

天际间之万物。提炼“财政精神”所展

示的核心价值，其要义也应该在于此。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全国各级

财政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始终坚持

“内强外不张、财大气不粗、聚财不贪

财、有财更有才”的理念，合理地分

配运用财政资金，在抓好增收节支的

同时，始终坚持民本理念，加大对惠

民工程的投入，着力解决教育、医疗、

住房等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的问题，使财政资金发挥出了最大效

益。全国广大财政干部虽然终日与开

票、记账、报表等等锁碎的工作形影

相伴，但并未被那一行行枯燥冗长的

数据所左右、所烦恼，而是用微笑和

激情处理着手边的一切，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辛勤耕耘，埋头苦干。

可以说，正是全国广大财政干部

用自己的心血、汗水和智慧，以及用

自己常年坚守的廉洁精神、良好的形

象和作风，才成就了中国财政大业。

亦正是有财政人的拼搏精神、财政人

的文化积淀、财政人的自我完善，才

有财政文化的诞生和繁衍，才有“财政

精神”所铸造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之大度坦荡，才有财政人脚踏实地的

奉献和财政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良

知与关注人民幸福安康的爱心！

（作者为四川省人大计划预算审查

监督代表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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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八个

字中，前四个字摘自老子的《道德经》，

后四个字源自《易经》。从逻辑上看，

后四个字是对前四个字的诠释、延伸、

补正。其前后四个字之合一，则表现

了崇善重德的价值追求。在此，之所

以要简释“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八

字，缘于目前财政部正在全国财政系

统倡导开展的“财政精神”提炼活动。

我认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八字

所体现出来的崇善重德价值追求正是

财政精神之贴切映现。

“上善若水”语出《老子》“上善若

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之句，其意为

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

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而我认为，若

用现代意义来诠释“上善若水”，即指

“明镜止水”——在透明的水面前，才

知道什么是纯粹，什么是污浊；又指

“滴水穿石”——启迪我们对事业的追

求要锲而不舍；还指“海纳百川”——

启迪我们要有恢宏的气度，博大的胸

怀……而以“上善若水”如此丰厚广

博之启迪来诠释其与“财政精神”之

内在联系，我们即会看到，全国财政

系统开展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为基石的“财政精神”倡扬活动，其体

现的“为国理财，为民服务”、“以民为

本”之财政文化核心价值。

自古以来，财政皆被称为“庶政

之母”，因为有财才有政，财强政方

固。正是由于财政人作为人民的当家

理财者，所以才在历史的紧要关头，

能够更多地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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