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熠熠生辉的口碑
—— 追 忆 财 政部 老 部 长 吴 波 同 志

刘克军  王韶光

金碑银碑，不如口碑。
农历金鸡年第一场洁白的春雪，纷纷扬扬，无声地

覆盖了北国大地。德高望重的老部长吴波走完人生最后

一段路程，悄然远去了。送别老人家归来，老部长一件

件动人往事，又一次成为我们回味无究的追忆。胡锦涛

总书记说，老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有位哲

人说过，一位老人就是一座图书馆。我们这些曾在吴老

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深深感到，吴老就是一座装满我党

优良作风的图书馆，在新世纪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中，老部长是一面旗帜，一盏明灯，他生前感人的言行，

件件桩桩都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财政干部花钱不能大手大脚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和

大规模建设时期。当时，李先念同志以国务院副总理的

身份兼任财政部长，财政部的主要任务就落在了主持日

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吴波同志肩上。那时候，财政部在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真武庙小区建家属宿舍时，预留了一

块空地作为以后建礼堂之用。财政部有几百人，每次开

大会，都是借用其他单位的礼堂用，很不方便，从各方

面考虑，应该建一个礼堂。但正当部里准备筹建礼堂之

时，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对有的单位讲排场、摆阔气，

大建“楼堂馆所”提出批评。尽管财政部当时没有礼堂，

但在吴波同志主持下，还是主动取消了建礼堂的计划。

1960 年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机关职工蔬菜也要定量供

应，为解决干部食堂的吃菜问题，这块闲地种了几年

菜，后来蔬菜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再种菜，栽上了

葡萄。为给这块地建围栏，行政司做了一个投资 200多

元的插竹篱笆的预算，送到吴波副部长那里。他看后批

示说：“要重新计算一下，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

网省线？”经过重新测量计算，拉铁丝网比插竹篱笆节省

20 多元，吴副部长才批准同意这个预算。
这件事很快在财政部传开了，有的同志认为，吴部

长太小气了。相差 20 多元钱，还让行政司重新做个预

算，岂不是小题大做吗？但吴副部长认为，在财政部门工

作的同志，一定要明白，中央财政工作事关大局，任何

大手大脚花钱的想法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财政部每年

分配的大量资金，都是税务人员从纳税人那里几元几角

甚至几分钱收上来的，都是人民的血汗。吴副部长还经

常告诫大家说，财政部的收入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就像涓涓细流汇成的大江大河，我们绝不能因为财政收

入多了，就不认真计算，随意花钱。为国家富强，把账

算准算细，节约每一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备的素

质。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都应当

精打细算，绝不能大手大脚，更不能铺张浪费。要把一

个钱当成两个钱用，少花钱多办事。在吴副部长主持财

政部工作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对财政部工作给予了高

度评价，1962 年他本人还被中央政府评为模范部长。

“我的房子还能住，不用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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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波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 “晋察冀边区”人

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北京解放后，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

政部长，后来升任中央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在 50年代，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部

级领导干部的住房统一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安置，

一般都住进北京城区中没收归国家的四合院内。吴副部

长被安置在西四地区一座四合院内居住。

十年动乱期间，吴老被打成了“走资派”，他的住

房自然也无人再进行修缮。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受

到严重影响，他住的北房客厅和卧室墙体裂开了几道大

缝，成了危房。吴老和老伴把床支高一米，在床底下搭

起一个地铺，就在床底下睡了半年多。粉碎“四人帮”

之后，吴老恢复了工作。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准备对

他这处危房进行维修，把沙子、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

都运来了，吴老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维修。他说：“‘文

化大革命’刚结束，工农业生产还没有走上正规，百废

待兴，恢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很多，目前财政还很困

难，我这房子还能住，修缮大可不必，只把裂缝补一补

就行了。我们都应当体谅国家的困难啊！”机关事务管理

局的负责人说：“这房子现在已经成了危房，再不修就

更危险了，修理这房子也是经过集体研究决定的，而且

修房子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要修，一个不让修。
两种意见不能统一，修缮房子的材料在那里堆放了好长

时间。后来还是按照吴老的意见，把墙体的裂缝用水泥

简单补了补，就算修缮过了。

步行上班好处甚多

1979 年 8 月，吴老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党组书记。

行政司为他配备专车时，他执意不肯接受，再三表示，

家住得离办公室不远，可以坚持步行上班，配专车没有

太大必要，还认真地说，坚持步行上班好处甚多：第一

可以锻炼身体，第二又可以为国家节省汽油费用。这

样，他天天从西四住处走到三里河的办公室，单程需花

40 分钟时间，早 7 点出发离开家，7 点 40 分到达办公

室，不管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天天如此。一天早晨，

吴老和往常一样，清晨 7点钟，从家里出发，边走边思

索着当天要处理的几件事情。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个

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赶路的小伙子，情急之下，没刹住

闸，结结实实地把吴老撞了个跟头。这件事后来传到了

公安部，公安部对财政部保卫部门的工作进行了批评，

严肃指出，部长的安全是件大事，吴波同志被撞，性质

是严重的，这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吴老出院后，公

安部指示财政部保卫部门：为部领导的人身安全起见，

像吴波同志这种住处离办公室距离较远的，一定要做好

劝勉和解释工作，让他不要步行上班。

社会上不了解情况的人很可能认为，财政部是中央

政府的重要部门，掌握国家财政收支大权，每日进出千

金万银，财政部部长肯定是财大气粗、威风八面，乘坐

的汽车也绝对是气派豪华。事实上在吴老任财政部长期

间，财政部竟然没有一辆像样的好车，一遇到去机场接

送外宾，司机班的同志们就心里犯难。后来，财政部有

关部门买了几辆“奔驰”轿车，吴老在部机关全体党员

大会上对此做了严肃批评，还查摆了过去自己对有关部

门管理教育不严的问题。而后，把买回的几辆车全部上

缴了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

管理局根据财政部的实际情况，把其中 3辆新车退还给

财政部使用。从那时起，财政部才有了接待外宾的专用

车。

挤吉普车下基层搞调研

1976 年，离开部长岗位 10 年的吴波同志恢复了工

作。当时，国家财政极为困难，连正常开支也难以为继。
地方财政的状况如何？吴老心里更是没有底，他决定亲

自作一次调查研究，第一站到了山东。省财政厅的同志

们听说吴部长要来山东调研，很高兴，好几位处长过去

听说过吴部长的为人和事迹，都想随他一起下基层搞调

研。第二天早饭后，吴老走出财政厅大门，发现 5部小

轿车一字排开，几位处长也排队在车旁等候。他一看这

个情况二话没说就转身回到了财政厅办公室，严肃地对

厅领导说：“你们派这么多人下去，厅里的工作还做不

做？因为我 10 来年不工作了，这次出来带了各司局的 8

个同志，已经是够多的了，你们再下去这么多人，会影

响厅里的日常工作。我的意见，厅里只去一人，再加上

一辆面包车就够了，小车一辆也不要去。”财政厅领导

反复解释，他就是不同意。快 10 点了，工作组还没有

出发，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后来财政厅领导商议说：“吴

波同志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不然他是不会下去的。”最后吴老和大家同乘一部面包

车出发，开始了对山东省地方财政情况的调研工作。

一个星期后，吴老一行乘火车到了泰安。晚上 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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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交际处派 3 辆车到火车站去迎接，接待人员让吴老

乘坐红旗牌轿车，他婉言谢绝，硬是和大家一起，挤在

一辆北京吉普车里，轿车放空跑回住处。事后有人问吴

老，让红旗车放空跑回来不也是浪费吗？吴老解释说：

“如果我坐了红旗车，我在泰安调研几天，红旗车就会

跟我几天。那样，红旗车成了我的专车，其他客人谁也

坐不成，就会造成更大更多的浪费。”

“让我住套间，这明明把我当外人嘛”

1983 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拨款在米脂县修建

“杜斌丞纪念馆”。杜斌丞先生早年曾和孙中山先生一起

在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第一届常委和陕西地

区主要领导人。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后来因不满蒋

介石的独裁专制，回到家乡陕西省米脂县，创办“米脂

中学”，为革命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优秀人物。杜

斌丞先生在国民党内颇有影响，无论是在共产党阵营，

还是在国民党阵营，都有他的学生任要职和高级将领。

因此，他经常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影响，搭救被捕的共

产党人。周恩来同志曾称赞他是“鲁迅式的人物”。1947

年，国民党反动派慑于杜斌丞先生的巨大影响，在西安

凶残地杀害了他。在延安，党政军民召开了五千多人参

加的追悼会，毛泽东主席为杜斌丞先生题词：“为人民

而死，虽死犹生”。周恩来同志说，全国解放以后，等经

济条件好了，一定要给杜斌丞先生建一座纪念馆，纪念

杜斌丞先生的伟大功绩。

吴老解放前做地下工作时，曾给杨虎城将军当过秘

书长，杜斌丞是杨虎城的高级参谋，吴、杜、杨关系甚

密。1983 年，吴波同志曾专门写诗悼念杜斌丞先生。
1983年，吴部长应邀赴陕西米脂县参加杜斌丞纪念

馆开馆仪式，仪式之后，路经延安，延安宾馆给他和老

伴准备了一个里间是寝室，外间是会客室的套间。吴老

知道后对接待他们的市领导说：“我离开延安快 40 年

了，这次回延安就是回‘娘家’，我只是回来看看，没有

工作任务，让我住套间，这明明把我当外人嘛。如果今

天晚上把我当成客人住进套间，明天我就得离开这里，

什么也看不成了。你们这样客气，把我当成客人，我怎

么能安心住下来？” 一直到晚上8点多钟了，吴部长老两

口仍坐在会客室里。后来，了解吴老为人的一位同志建

议说，吴部长是“老延安”，回家来看看，不是外人，既

然要求住一个单间，就让他住单间吧，这样也就遂了他

“回家”的心愿。后来宾馆领导把套间换成了单间，吴

老和老伴才高高兴兴地住了下来。

“不让饭店记我的账”

1978年春天，吴老带着税务调查组来到江苏省无锡

市，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从这里起步的。乡镇企业

促进了农村经济向多元化、多层次的方向发展。财政部

门对这个新生事物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是吴波

同志这次调研的重点。

阳春三月的江南，已是桃红柳绿，莺飞草长。星期

天，吴老提议去太湖看看，欣赏一下江南明珠的旖旎风

光。工作组的同志们早有想法，认为这些天来，吴部长

夜以继日地开座谈会、找人谈话、实地考察，实在太辛

苦了，适当放松一下，缓口气，无论对顺利完成调研任

务，还是对年事已高的吴部长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

的。正要出发时，江苏省副省长、财政厅长和无锡市委

书记、市长等都来了，要陪工作组同志一起游太湖。吴

老一看这么多人陪着去，就对大家说：“我是第一次来

无锡，所以想去太湖看看，你们是江苏人，太湖对你们

来说不知去多少次了。今天是星期日，谁家没有一点大

事小情，你们何必再陪我们去逛太湖呢？我的意见，今天

你们只要一个人陪我们去，人多了我有意见，那样，就

是你们逼我在办公室里过这个星期天了。” 那天，只有

无锡市长一人陪吴部长和工作组的同志游览了太湖。
快到中午时，吴老提出要回招待所吃饭，市长解释

说，太湖饭店已经将午饭准备好了，就在那里吃吧。吴

老说，在饭店吃可以，但只能吃个便餐。可一走进太湖

饭店，他就发现桌子上摆了好多菜，心里犯难——坐下

吃吧影响不好，不吃吧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吃饭呢？于

是心里七上八下地勉强吃完了这顿饭。饭后他让秘书给

饭店付了 5 斤粮票和 50 元钱（当时国务院规定出差每人

每天 3 餐付粮票 1斤，款 1.5元）。后来吴老谈起这件事

时说：“我付钱的目的就是不让饭店记我的账，不然以

后有人查太湖饭店的账目时，账上还有我吃的饭费多少

多少钱，就会树立一个坏典型。工作组8个人，付50元

的饭费，也就足够了。”

办私事不坐公车

抗日战争时期，吴老担任“晋察冀边区”财政部长

兼边区司令部供需部部长，掌管着军政财务大权。一

天，外出开会回来晚了，食堂管理员给他煮了一碗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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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他问管理员：今天大家吃的什么饭？管理员告诉他：

小米饭，吴波同志说：“既然大家吃小米饭，我也吃小

米饭。请你把这碗挂面送给病号吃吧！”管理员走后，他

自己到厨房用开水泡了一碗小米饭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同志们知道这件事以后，都很受感动。按吴老当时的行

政职务，边区政府给他配备了一匹马和一名马夫。可是

他在行军中，从来也没有骑过马，都是和战士一起甩开

双脚行军走路。配给他的那匹马，不是让行动困难的病

号骑，就是用于驮战士的行李。对他来说，官兵之间的

区别，只有承担责任的轻重不同，在生活上首长和战士

都应当是平等的。他的所作所为，在边区政府财政部内

外传为佳话。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吴波同志任华北人民政府财

政部长，不久，调任中央政府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副部

长、常务副部长。按规定，国家给他配备了专车，车库

就在住宅外院，司机也住在车库旁边，随叫随到，用车

十分方便。吴波同志自律性很强，公私分明是他最看重

的原则之一，他私事绝对不用公车。好多年来，他每个

月都要买一张月票，星期天到医院看病号，或去老同

事、老同学家串门，都是挤公共汽车。有的同志关心地

劝他说，您是国家的高级干部，和大家挤公共汽车不安

全，以后还是让司机送您吧！吴老却有自己的理由：我的

脑门上又没有写着“财政部长”，谁知道我是高级干部？

我和别人挤在一起，人们也会把我当成一个普通老百

姓，有什么不安全的呢？

“回安徽探望是个人私事”

吴老在财政部任职期间，为了避嫌，因公因私都从

未回过自己家乡安徽。平时，有到安徽出差的任务，他

都让给其他部领导。即使出差到江西、福建、上海时路

过安徽，也从不下车，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地过家门而不

入。损公肥私、裙带关系、地域观念等不良习气在吴老

身上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1982年，原财政部长张劲夫同志调任安徽省委第一

书记，吴老当时已改任财政部顾问。张劲夫同志和他是

同乡，知道吴老 40 年没有回过安徽，便借黄山脚下三

星级的桃园饭店落成之际，请吴老偕夫人一同去黄山看

看。盛情难却，吴老接受了邀请。吴老和夫人乘火车到

达合肥时，省委办公厅主任带车到火车站去迎接，从黄

山回北京时，省委又派车把他送到火车站。上火车前，

吴老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 50 元汽车费转交汽车队。

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

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了。张劲夫同志在谈到这件事

时，感慨地说：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像吴老这样公私分

明，何愁党风不正，何愁执政能力不强！

吴老这次安徽之行，是给财政部党组写了请示报告

的。党组讨论认为：吴老 40 多年未曾去过安徽，应当

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因此，财政部办公厅通知行政

司，要给报销往返车票。吴老情真意切地感谢组织的关

怀，但郑重申明：回安徽探望是个人私事，往返火车票

绝不能拿到公家报销。

主动让贤当好顾问

1983 年春天，《人民日报》登载了吴波同志不再担

任财政部长的消息后，在部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应。《经

济日报》一位高级记者访问了卸任的吴老，在《经济日

报》重要位置发表了《吴波让贤》的文章，记述了吴老

如何把财政部长的办公室，让给曾是下属的新部长办

公，自己搬到另外一间小办公室当顾问，全力帮助新上

任的同志尽快熟悉并担起财政部长的工作。在一般人看

来，财政部长是政府重要部门的主管，担负着管理国家

财政的重大责任，举足轻重，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倚重的

主要部门负责人之一。这一重要职务，在一般世俗人的

眼里，是令人羡慕、难求难得的。吴老为什么主动让给

自己的下属？而自己甘心退居二线呢？这是一般人很难理

解的。

吴老从不把职务、地位看得那样重。他认为职务和

地位只不过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职务越高，责任

越大，肩上的担子越重。但是，无官一身轻，在他看来

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而“高官”也决不是吴老的

向往和追求。让贤以前，吴老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也

曾向中央、国务院写过报告。1980年8月后，吴老结束

了他在财政部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的领导职务，带着财

政部几代干部对他的尊敬与不舍，退居到第二线，成为

财政部的顾问。

吴老远去了，他那伟岸的身影，他那敬业的精神，

他那律己的品德，却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分

明感到，吴波部长就像一座高山，离开我们越远，就越

发伟岸！我们将永远怀念他，景仰他！他将永远激励我们

努力工作，我们将永远以吴波同志为榜样，保持共产党

员的先进性，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

（作者单位：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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