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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 为 公的

山 里 汉
杜彦卿  白志平

1995 年 6 月，河北省 丰宁县石人沟

乡的群众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与财政

所长道别，欢送他踏上新的 工作岗位。
说起财政所长的功绩，人们有口皆碑：

500 多户农民的脱贫，财政收入 10 年增

长 10 倍，无不浸透着财政所长的心血和

汗水。这位财政所长就是憨厚的山里汉

子—于德清。
“痴汉子”

1984 年，于德清被招聘为乡财政所

会计。他背起简单的行囊，告别家人，来

到离家 80 多里的石人沟乡，成了一名光

荣的“红管家”。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

达到“痴”的程度，但也有人不理解，说他

“傻”。刚参加工作不久，所里对农业税

征收实行分片负责制，于德清负责官木

山村。这个村群众分布 在三条大山沟

里，居住特别分散，一两户、三五户的自

然村就达 37 个，山高坡陡石头多，自行

车只能推着走。为使税款尽快入库，他

白天黑夜连轴转，白天收了，晚上接着串

户，有时干到后半夜。一天，大约晚上

10 点多钟，他从黑沟居民组收完税往村

里赶，路途大约 30 里地，天黑得伸手不

见五指，而且是深山老峪，野兽经常出

没，他硬着头皮，边走边喊，用两山的回

声给自己壮胆，走到村委会所在地，已经

是凌晨两点来钟，浑身出透了冷汗，棉衣

也湿透了，脚也打了血泡。就这样，平常

8 天才能走遍的这个村，他凭着对工作

的一片痴情只用 3 天时间就跑完了，出

色地完成了任务。
塞外的丰宁每到冬天天寒地冻。一

天，北风凛冽、滴水成冰，于德清骑着摩

托车去离乡 30 多里外的千佛寺村征收

屠宰税。路上要过一条河，当他小心翼

翼地踏冰过河时，“咔嚓”一声，连车带人

掉进了冰水里。刺骨的冰水一下子淹没

了膝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周望望，

一个行人也没有。他在冰水里折腾了半

个多小时，才爬上河岸，鞋底掉了，腿和

脚都冻成了冰溜子，全身麻木，而要去的

村庄坐落在一高山上。他咬着牙，发动

着摩托车继续往山里走。等到达千佛寺

村时他被冻得说不出话来。村干部老高

把他领到家里，生了一盆火给他取暖，这

一冻一热加上过度劳累，导致扁桃体发

炎，并发气管炎、肺炎，高烧不退。偏僻

的山村缺医少药，老高劝他回镇休息，等

病好了再去。他却说，来一趟不容易，又

是年末，不抓紧征收，就会影响年度任

务。于是他让老高在身上拔了几次火罐

子，强忍着病痛坚持工作。税款及时入

库了，而由于他的病没有及时治疗，留下

了“气管炎”的后遗症。
1989 年 10 月份，财政部门招 干考

试，对于一名招聘干部来说，这的确是一

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德清真想像有

的人那样请假复习功课，考个好成绩，成

为一名正式的财政干部。当时正值秋

季，农民手里有点活钱，是农业税征收的

黄金季节，如果错过时机，将增加农业税

征收难度。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国家

的税收是大事儿，就放弃了请假复习的

念头，全身心地投入到征税第一线。经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当年，全乡提前完成

农业税任务，而他却失去了这次转干机

会，至今还是一名招聘干部。对此，有人

不理解，说他冒傻气。于德清却认为自

己虽然是一名招聘干部，但是一名党员，

是在为党工作，为党工作没有招聘与正

式之分，没有临时与长期之分，为党工作

不能讲条件。对这件事，他心里非常坦

然，对说他傻的人，他只是报以“傻”笑。
“硬汉子”

在基层征税，面对的不仅仅是吃苦、

受累，有时还需要冒着风险和逃税人斗

智斗勇。于德清称得上是一个“钢铁”般

的硬汉子。1990 年春天的一天，一个外

地商贩在当地收购了一大车羊绒，为了

逃税躲避起来。于德清得知后马上对所

里同志进行了布置。他找了一台小拖拉

机，带领所里的同志们沿着沟沟坎坎的

山路追赶。当车爬到一个山腰时，爬不

动了，司机赶紧踩闸，由于用力过猛，制

动失灵，眼瞅着拖拉机往后倒，一个轮子

突然悬空，情况非常危险。他赶紧喊了

声：“快下车！”等其他同志跳下车，他再

想跳时，已经来不及了，拖拉机一下子翻

倒在路边的沟帮上，把他甩进了很深的

大沟里，当时就昏了过去。等大伙把他

从昏迷中喊醒，看他全身伤了好多处，尤

其是脚伤的不能站立，同事们都劝他回

去休息。他摇了摇头，觉得挺清醒，就抓

起一把泥土按在流血的几处伤口上，让

大家搀扶着，又心急如焚地继续寻找逃

税人。最后找到了那个藏起来的商贩，

经过耐心的讲解政策，让他补交了 1.2

万元的税款。事后，他对大家说，为国家

追回了这么一大笔税款，自己摔这一下

儿，值得！

还有一次，正是收购山杏核的季节，

于德清发现一个体户收了一汽车杏核没

交税就偷偷地溜走了。他骑上摩托车沿

着山路直追上去。偷税人发现有人追

赶，故意让司机把车开得左右摇摆，故意

往沟下挤他，几次被挤倒在路边，但他还

是紧追不放。等路面稍宽时，他瞅准机

会猛然加大油门，一下子蹿到前边把车

截住。经过长时间交涉做工作，使其补

交了税款。说起这件事，他很平静地说：

收税，就得有这么股子劲儿才行！

“热心汉”

于德清出身农家，对农民的疾苦，他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改革开放以来，石

人沟的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

但是仍有一部分农民没有摆脱贫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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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于德清到木匠营村一位老复员军

人家收农业税。这家老俩口，一个是残

疾人，一个是常年有病在床，两间破茅草

房，缸里粮食所剩无几，按规定需要交

20 多元的税，钱虽然不多，但他真不忍

心收，就拿出自己的钱替这老俩口交了

税。这件事儿对于德清触动很大：作为

一名财政工作者，不能只知道收税，还应

当帮助乡亲们尽快摆脱贫困，走上富裕

路。
丰宁地处承德东南部，这里，群峰峻

峭，低岭相连，沟壑纵横，是全国的贫困

县之一，石人沟又是丰宁最贫困的乡。
全乡分布于一条狭长 60 华里的死山沟

里，山高沟深，交通不便，进山出山唯有

一条路，人称“一线天”。农民生活来源

主要靠土里刨食，土地大都分布在大沟

两侧的山坡上，土质又很薄。发展经济、

摆脱贫困、壮大财源从哪里下手呢？

于德清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番调

查，发现这个乡发展林果有历史，但由于

缺人才、缺技术，林果业虽然占农业很大

比重，效益却很不理想。他与县林业局

联系，聘请了一名高级农艺师来乡办班

讲课，现场指导，按照新的技术要求对果

树进行修枝、整干、改造。又先后筹资 2

万元，搞了 4 个果园的水利配套工程，当

年全乡就有 6 000 株老果树实现了全新

的技术管理 ，增加果品产量 2 万多公斤，

农民增加收入 2 万多元。在这基础上，

他又多方联系，帮助从外地购进了红富

士、短枝红星等 6 个新品种的果苗 4 万

株，帮助新建了 5 处百亩果园。1993 年，

乡里大多数果园都发生了果树腐烂病，

眼看着一棵棵摇钱树就要死掉，他和所

里同志四出奔走帮助购买防腐药，为果

农根治腐烂病果树 1 200 多棵。
在两间房、北沟等村下乡时，于德清

发现靠山场搞养猪、养兔、养牛是一条路

子。就选了既有一定积极性、又肯下苦

力的 5 个最困难的贫困户作为示范户，

给予重点扶持。为了学习养殖技术，他

从亲朋好友那里借来 500 元钱购买了 10

多种 100 多份实用技术资料，并将资料

刻印 300 多份无偿赠送给 5 个示范户和

当地老百姓。对一些没文化的农户，他

就念给他们听，实践中又手把手地教，直

到他们掌握了技术为止。不到半年时

间，这 5 户仅养殖业获人均纯收入就达

500多元。示范户的显著效益，激发了

全乡农民的积极性。他抓住机会，因势

利导，扩大宣传，到 1992 年底全乡通过

养畜人均增收超百元。此外，他还多次

到外地联系种籽，帮助土质好、气候适宜

的村种植蔬菜和药材，聘请技术人员作

指导，当年建菜园 8 处，育苗木 400 亩，

种药材 300 亩，不仅使种植户年人均纯

收入增加 230 元，还为乡财政增加特产

税 3 万多元。
于德清到石人沟乡工作后，心里总

在想，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要富民富乡，

除搞好农业这个基础产业外，还必须想

尽办法上一些工业项目，到底上什么项

目好呢？他想来想去冒出了对周围大山

进行勘测的主意。他把这个想法向乡党

委政府汇报后，立即得到了领导的支持。
他们从承德请来了专家，经过长达 4 个

月的勘测，果然发现了两处矿点，一是金

矿，一是铁矿。找到了矿点，资金投入问

题又摆在了面前。为尽快筹措到资金，

于德清吃了不少苦头。跑县、跑地区有

关部门，没有结果。情急之中，他去找在

石家庄工作的一位老乡。费尽周折，终

于用财产抵押借来 贷款 150 万元。这

150 万元资金都用于开矿基础建设，生

产设备的钱还是没有着落。于德清又通

过多方面的联系，从承德钢铁厂借来价

值 100 多万元的生产设备，商定待企业

投产后以供应铁精粉的方式进行偿还。
金矿和铁矿这两个项目投产后，1995 年

一年就创利税 100 多万元。这两个项目

的建设投产，不仅给乡带来一笔收入，而

且还安排了 230 多名农村剩余劳力，使

这些农户大都摆脱了贫困。几年来，于

德清先后帮助乡村从外争取、拆借、筹集

资金近 200 万元，帮助 500 多户摆脱了

贫困，帮助乡村恢复、新建大小企业 10

多个，为这个贫困乡改变面貌，做出了贡

献。
“直汉子”

在于德清帮助下富起来的农户，心

存感激，都想给他点回报，均被他婉言谢

绝了。养猪专业户老武，致富后给他送

来 300 元的谢礼。他回答：“老武啊，在

你看来，我对你的心意是用钱买来的，这

不是小瞧我吗？”老武眼含热泪把钱带了

回去。
于德清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父母双

亲均已年近七十高龄，母亲有心脏病，妻

子靠常年服药支撑身体、操持家务，两个

孩子都在上小学，家境十分困难。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他却时常想着老百 姓。
承包户方清华的果园因水利设施不 配

套，干旱严重，果子大部分被旱落。于德

清想帮他一把，但是，当时乡里干部连工

资都发不出，他就说服老父亲把自家卖

牛得来的 2 000 元钱借给了方清华。解

决了水利配套问题后，果园由原来的每

年赔 1 000 多元的承包费到挂果 1 万多

斤，收入 5 000 多元。
于德清虽然很清贫，但从不为金钱

所动。1992 年，一位黄金个体户登门送

他两枚金戒指，让他在税收上给照顾照

顾。于德清说：“金子虽然贵重，但有价，

可我们财政干部为国家理财的良心无

价！”把送礼人推出门外。于德清给自己

定了条规矩：公事公办，决不假公济私，

同时告诉妻子：“凡是我不在家的时候，

无论什么人送什么东西一律不准收。”一
年秋天，有人假称是于德清的同学给他

家送去两篓苹果，他妻子硬是把送礼的

人闩在门外一个多小时，令送礼人扫兴

而归。
令于德清感到不安的是，对家人欠

账太多。他工作的石人沟乡距他家 80

多华里，中间要翻越一座大山，加上工作

脱不开身，很少顾家。1991 年，妻子住院

70 天，他未顾上去医院看一眼。妻子理

解他，支持他。她常说：他那摊子事儿也

不容易，要干好就辛苦，不能因家里的事

拖了他的后腿。亲人的理解和支持，使

得于德清工作的拼劲更足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于德清又

调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丰宁土城镇任

农税所所长。他的理想又开始在一片新

的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

已过不惑之年的于德清，脸上挂满

了朴实，在他身上透着一股正气，在人们

眼里，他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

（责任编辑  张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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