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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我心中”征文

弹指一挥间，天地换新颜。在这喜

迎党的九十华诞之际，我倍感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

天。就拿我人生中所遇到的老王、老李、

大周这三名普通共产党员来说吧，他们

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们是老师、

是榜样，助我进步，伴我成长。

一

老王是我步入社会接触到的第一位

共产党员，也是我插队务农所在生产队

的队长。在我印象里，他既是“雷公”又是

“菩萨”。不管什么人，只要他见到你在

干活中马马虎虎、碰坏了庄稼，他的脸立

刻就会变成“雷雨天”，但事情一过，他

仍像平常一样待你，和你有说有笑。你

若遇到难事，他比亲友还亲。对队里的困

难户，他更是时时放在心上，除了年底尽

可能多安排补助外，还时常用自已的积蓄

或口粮资助他们。记得一天晚上生产队

里有人得了急性阑尾炎无钱住院手术，

他闻讯后连忙把准备买自行车的170元

送去，并帮忙将病人送到医院直至手术

结束，到家时已是第二天凌晨。

我插队的第二年，被大伙儿选为生

产队会计。当时，我心里好一阵高兴，心

想这下好了，以后可以少到田里干活了。

哪知这一切被老王看在眼里。一天晚

上，他严肃地对我说，当我们生产队的会

计可不是享福的，我不要求你做得怎么

样，只要求你像我一样，并将一把紫红色

算盘递给我说：“这把算盘已有两任会

计用过，希望你保持这算盘的颜色”。听

后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要做到像老王

那样太难了，他天天是第一个上工，最后

一个下工。傍晚下工后还要到田里转转，

或检查农活质量，或看哪块田要施肥，

哪块田要治虫，到了下雨天也不做自家的

事，不是拿着锹到田里清理排水沟，就是

到生产队猪场去帮忙……回到知青组，

我躺在床上，掂量出了老王那番话的分

量，决心以老王为榜样，做一名群众拥护

的队干部。也正是在这种决心的推动下，

我白天坚持下田干活，晚上尽心尽力地

为社员们记好账、理好财，得到了领导和

社员们的肯定，之后被选为全县先进下

乡知识青年，于1972年招工进了厂。

易佩富■

纳了我的部分意见，如建议取消“各单位

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本单位实行会

计监督”中的“对本单位”四个字，使会

计监督客体范围扩大到超出本单位。还

建议取消“单位领导人领导”的规定。因

为《会计法》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

全国的会计工作。如让单位领导人领导，

势必弱化财政部门主管会计工作的力度，

使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执行变成各单

位负责人的自行解释。

另外，还给时任国务院领导写信，就

如何在全国实行统管统聘财务会计人员

提出了具体建议。

	发挥余热		服务社会

退休了，凭借实际工作经验较丰富又

无后顾之忧的条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我仍积极发挥余热。

当我耳闻目睹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

风时，忧心忡忡，也深刻认识到：理顺

经济秩序，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会计人员

的工作是能起重要作用的，道理很简单：

账外账、“小金库”、虚成本、瞒利润、偷

逃税、公款吃喝、巨额行贿、教育经费的

使用、扶贫资金的落实、央企资金的支

配等，哪一项不都是要经过会计人员之

手？我越想越有必要耐心、反复地向党

和政府相关部门建议，抓好会计工作并

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至关重要。因此，

我先后与财政部领导就有关建议面谈9

次，其中有7次的谈话内容形成了简报。

另外，还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及国资委、

银监会、审计署等单位以挂号信的方式

寄出过书面建议……

除此之外，在社会上，我看到不符

合社会公德的现象仍勇于对当事人提出

善意的批评，或向相关部门打电话、提书

面建议，如乘坐公交车多次批评或表扬

司机和售票人员，5次到公交总公司反映

情况。我总认为，各方面都好、人们生活

幸福安康，那就是我们执政党的光荣。

回顾我走过的人生历程，始终与党

同呼吸、共患难，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成

长、成熟。我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

员，一位平平凡凡的会计工作者，在实际

工作当中，坚守信仰，秉持真理，恪尽职

守，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和

对人民的热爱。我也深深感悟到，信仰共

产党是要付诸行动的，也难免承受风险，

但我无怨、无悔、无愧。■
								责任编辑		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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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就要退缩了，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

法。“没有”，我回答得很干脆，并自言自

语地说，你有好办法，拿出来呀。过了不

久，老李从新华书店买来一张印有《会计

法》的版报，贴在我办公桌右上方的墙

壁上，对我说他们再为难你时，你就读

《会计法》中的内容给他们听：会计机

构、会计人员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

凭证有权不予接受；对记载不准确、不

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并要求按照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更正、补充。

一遍不行，读两遍、三遍，直至他们离开

为止。这一招果然灵，来报销的人看着

墙上的《会计法》，听着我读的法律条文，

不再与我纠缠。这时，我才感悟到：我

在与车间的同志争执时，老李不是不帮

我，而是有意锻炼我。我还在他的鼓励

和支持下，一面坚持工作，一面坚持利用

业余时间学习，用三年时间学完了会计大

专全部课程，为1988年顺利考入市财政

局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三

进入市财政局后，我感到这里是一

个风气正、催人奋进的好环境，尤其是

与我同科室的大周，他在大学里就入了

党，一直在财政部门工作，是大家公认

的行家，但他对我一点都不保守，不摆架

子。记得我初到财监科时，他主动告诉我

首先要学好、掌握好财政规章，然后才

二

从 1972年至1988 年，我在工厂的

16年间，厂财务科长、共产党员老李是我

人生中的又一位老师。初见他时，他显得

非常严肃，让人难以接近，日子久了，才

知他很实在，在家是孝子，经常帮85岁

的老母亲洗脚、理衣服；在外是勤人，

厂里材料入库缺人有他，铸工车间人手

少，每次开大炉、化铁水，全厂抽调帮忙

的人员中也少不了他，而他自已的工作忙

不过来了，就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的时间

干。他还是一名“不讲人情的呆人”：供

销科长拿来发票，因1张验收单上的数

量大于派购单上的数量，他不予报支；

与他一起调进厂的技术员老丁，拿来厂长

已批的医药费发票，因发票不是定点医

院的，也被他拒核……但他作为长辈却

处处关心着我，有件事至今还让我牢牢

记在心上。

1977年，由于全厂经济责任制的推

行，我从铸工车间调到财务科担任核算

会计，负责对各车间的经济指标考核、

费用结算、利润审核、奖金兑现等核算

工作。按理说，从车间到财务科，工作

轻松多了。可几天下来，并非如此，而且

经常受气。有的车间主任拿来非定点医

院的药费发票、招待亲人的餐费发票要

求报销，还有的车间核算员拿来多填的

夜餐费、加班费单据，要我作为他们车间

的费用予以报销。我稍一认真核实，他

们就冲着我说：车间是我们承包的，有

一点个人费用算啥，影响的是车间的利

润，少的是车间的奖金，与厂部没关系，

你何必那么认真。喉咙粗、声音高，逼

着我不报也得报。这时我总是盼着老李

能把他们支开，可他像没事一样，埋着

头，记他的账，做他的事。甚至有时查到

我放过关的“漏网之鱼”，还指着我问，

你这是怎么审核的，做会计的就是要真

实、准确，不能当老好人……面对这些，

我常常是心烦得如一堆乱麻，对老李也

没有什么好感了。正想打退堂鼓时，老李

对我说，年轻人遇到这点困难，就没主

能依法进行财政检查，在实践中又告诉

我应掌握哪些必要的检查方法，并且百

问不厌，手上再忙也丢下自已的工作，耐

心细致地为我讲解。几个月后去单位审

计，他又鼓励我做项目负责人，教我如何

选择突破口、写好检查报告等。特别是

在2002年，我们一起参加全市农村税费

改革，他总是把最难的工作揽在自已手

上，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接到农村哥哥

的电话，说父亲病危，他说等忙完手上的

工作、开完全市计税面积复核部署大会

后就回去，可等到大会结束后赶到家，他

的父亲已离开人世，他把眼泪咽在肚里，

勿忙办完父亲的后事，又投入到紧张的下

乡复核验收工作中。

后来，大周到金港镇当了副镇长，

有一次我去金港镇进行财务检查时，财

政所的张会计告诉我，周镇长对自己

要求很严格，自到金港镇工作以来，他

从不沾公家一分钱的光。前些日子，他

表姐夫妇来看他，住在镇招待所，走

后如数交上住宿费陆拾元整。说完，张

会计拿出那张收据给我看，看着这张

收据，我心里感慨万千：有大周这样廉

洁自律、勤勉实干的好党员、好干部在

工作，我们的党和国家必定会更加兴旺

发达。■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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