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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还可能有再修改的想法。我的做

法是，即便时间紧，文章写成后起码修

改 3遍，才可脱手。上次那篇社论3次修

改，不是报社要求，是我自己做的。反

复修改后，虽不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

心。只有无愧，才能放心，无负于人。这

是写文章的原则，也是做人的原则。

最后，请人评说。文章只有读者认

可，才算过关。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

懂，是因为事先他征求过一些老太婆的

意见。旁观者清，兼听则明。要多听不

同人的意见，更要听得进不同的意见。

别人意见，可以取舍。如果固执己见油

盐不进，定要像孔雀开屏那样露出破

绽，吃苦头的最后还是自己。我写那篇

社论请你提意见，不是谦虚，而是不愿

吃懒惰带来的苦头，也给你们小青年做

个样子。

兵贵在速，文贵在实。说话和写文

章，是人们用语言和文字表达思想、处

理社会关系的工具，说到底是个做人的

问题。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的人，写

出的文章也会假话、大话、空话连篇去

吓人。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写精实文章，是一种修养，是知识分子

做人的本分。

不久我调外地工作，14年后回到财

政部商贸司。1998年，财政部组织编写

《新中国会计50年》，他卧病在床，我去

看他，又和他谈起了写文章的事，并说

他当年讲的写文章的4点具体方法，一

直指导我的写作实践，享用了半辈子。

“我是搞会计的，对文字没有什么

研究。那次讲的只是一点体会，你还认

真了。1993 年春《财政研究》有篇《论财

税物价大检查》，9	800字，目录还用黑

体标题。我看是你写的，很高兴。当年

一说资金平衡表就脸红的小青年，现

在也写大文章，真的改行了。”他还说：

“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首先是要做

好人，要大家都平安快乐。现在市场经

济，物欲横流。有句旧话‘名妓晚景从

良，半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

一生之清苦俱非’。人到晚年最要紧的

是身心健康，莫为名利困扰，保持住做

人的品格。”

“我记住了，淡泊名利，珍惜晚节，

做个好人。过年后我退下来，您病也好

了，有空就来陪您下棋。”我真诚感谢他

的忘年关怀。

“但愿吧。”他叹了口气，“你爱写东

西，送你几句话：言为心声，文如其人，

笃初慎终，形端表正。”

不想此次一谈竟成永诀。《新中国

会计50年》出版时，他的名字加上黑

框。后听人说，是他推荐我参加该书编

写的。我在他手下工作时间很短，会计

资格、阅历浅薄，却名同书页，留下终生

念想。他那无负于人的坦荡胸怀，“文如

其人”的文品人品，寓传道于授业解惑之

中的教育方法，恰似我的中学老师刘越，

是让我从心底里称为“先生”的人。此后，

常有“会计泰斗”、“会计大师”冠纪琬先

生之名，见诸报端，令人欣慰。

退休后，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真诚

相邀，我又当了《预算管理与会计》的

编辑，实践着先生文贵在实和做好人的

承诺。■
责任编辑		刘黎静

总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与会计这个

职业沾边，哪想到刚一毕业就面临大学

生就业难的窘况，工作日渐难找，无奈

返回家乡。鉴于我所学的专业属于经济

管理类的，几经周旋后被安排到乡财政

所工作，会计天天和钱、数字打交道，

无疑是乡财政所较重要的工作了，我心

里暗自庆幸。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苦

不堪言。

交接会计业务的第一天，原来的老

会计拿着交接清单，一项一项地清点，

整整一个下午，交了满满一柜子的东西，

我看着头都大了。仅就办交接的几天，我

就预感到我将接任的工作并不简单。

乡财政所会计工作是所有会计工作

中最基层的，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也

掌握着他们的救命钱，被誉为“老百姓的

父母官”。我被安排的乡是少数民族聚

居地，在工作上更是来不得丝毫马虎。

好在所长和另一名同事以前也都干过会

计工作，对这方面比较熟悉，在业务上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像记账、装订会计凭

证和会计档案等，他们都一样一样地教

我，令我十分感动。

冯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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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有一笔较大数额的良

种补贴资金拨到我们的强农惠农资金专

户上，县财政局要求我们按分配的数额

造出到户花名册，按照省财政厅的部署

通过“一折统、一册明”的方式兑付到每

个农户。我看了资金总额的分配方案，在

心里约莫估计了下，我所在的乡共有13

个村，每个村至少有1	000多户，要按照

小麦、玉米等折合计算，光录入数据恐

怕就得一周。为了让农户早点拿到补贴

资金，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早上起来

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录数据，都要

弄到很晚，眼睛酸痛酸痛的。用了差不

多4天时间，终于录完了，比预期的提前

了3天。按照花名册我填好一张转账支

票，把钱如数拨到了农户的专折上，心

想这下该松口气了，于是就坐在大厅内

为农户办理起《惠农财政补贴明白册》的

业务来。

哪知麻烦事还在后头呢。过了一周

以后，信用社开始发放资金了，当时有一

个村的一些农户把明白册和一折统专折

摔在了服务大厅的柜台上。我问他们怎

么啦，半天也没人说话，最后一位老者

说，“你给我们发的资金明白册上填的和

专折上领的咋不一样？”我忙拿起对照，

心里嘀咕起来：“奇怪了，名册我核对过

好几遍，咋能不一样？”但事实胜于雄辩，

确实不一样，怎么办？在请示了所长之

后，我下村挨家逐户进行解释，让多领

的农户把钱退回来，然后给少领的补上。

部分农户知情达理，知道多领了就主动

退回，但还是有一些多领的农户不愿意

退钱，这让我非常犯难，但工作还得继

续做。于是，我就苦口婆心地与农户一

个一个讲道理，一周之后终于将所有农

户多领的钱收回来了，账务补差又实现了

平衡。之后我就认真查找原因，为什么

会出错？为什么明白册和一折统专折的

金额不一致？时间紧，任务重，其他资金

发放工作仍要持续，于是我利用一整夜

的时间逐一核对花名册，最终找出了原

因：原来是我在录数据时不小心把一行

数字的排列顺序颠倒了，导致一个村两

个社的钱数发生了错位，因此才引来了

以上麻烦。

自2009年以来，国家财政实行汽车

摩托车下乡惠农补贴政策，老百姓自己买

车辆，国家补贴，这确实让农户享受到了

真正的实惠。然而，这项工作的最终实

施还得乡财政所去做，具体到我们单位，

就是由我来完成。这个工作手续繁琐，

得严格审核农户拿来的各项资料是否齐

全、开票日期是否有效、行驶证及驾驶证

是否办理等。资料收全后，验原件，留复

印件，然后在有关汽车摩托车下乡系统中

录入各项资料数据，进行系统自动审核

和银行支付登记后，打印出申请表格来，

一式四份报县财政局拨付资金。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所上报的几十

个买车户的钱都打在了农户的一折统专

折上，可是有一个农户却每隔半月就到

财政所来问一次他的购车补贴为什么迟

迟没能收到。刚开始我也觉得县财政局

审核各项资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向

那位农户解释。但一晃两个月过去了，那

位农户还没有收到车辆补贴的钱，这下

我也觉得蹊跷了。毕竟时间已过去那么

久，也该给农户一个说法，所以当天就

打电话到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可人家

说所有的补贴都早已经发放出去了，那

个人的补贴资金在汽车摩托车下乡系统

中没有显示，因此不能补贴。我马上登

陆系统，看了汇总表，确实没有。于是我

将那人拿来的各项资料一一审查，几遍

过去了也没发现问题，最后我叫来所长

和另一位同事一起查找，经过大家的努

力，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那个农户

拿来的发票上的开票日期不在补贴时间

段内，买车的网点也不是指定的车辆下

乡网点，所以资料在补贴系统上就显示

不了。

经过以上事情，我深深感觉到了做

一名乡财政所会计的苦：近年来，随着

国家实行的惠农政策逐年增多，乡财政

所会计的业务量也随之增大，不仅如

此，在乡财政所当会计还要承担办公室

和行政方面的接待业务，如遇上级清查

资金，就要熬通宵加班整理数据了。但

我也从中品味到了一名乡财政所会计工

作者的乐：通过自己具体琐碎的工作，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党和国家的惠

农政策落实到每一位农户的身上，使他

们切切实实感觉到党的政策的温暖，这

也是从事乡财政所会计工作的最大意

义。■
（作者单位：甘肃省灵台县财政局

新开乡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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