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办事。在他担任税务局长时，就有这

么一次，某企业一位领导拎着价值千元

的礼品来找王德润，说企业有困难，年终

给减免点税。王德润严肃地对那位负责

人说：“减免税是有规定的，企业确实符

合减免税条件，一分也不少减，不符合减

免条件的，就是送座金山也不能减。”这
位企业负责人感到理亏，带起礼品灰溜

溜地走了。相反，另一家企业开发新产

品确有发展前途，当年纳税有实际困难，

王德润派人调查后，按政策给办理了税

款缓交手续，从而支持了新产品的开发。
有一次，王德润的一位亲戚带着

2 000元现金来到他家里，提出给解决几

十万元的支农周转金上一个罐头厂。王

德润听完亲戚介绍后，非常和蔼的说：

“从各地市场上分析，罐头已是滞销货，

不能再盲目发展了，您所提出的项目不

具备扶持条件，钱您带回去，留作发展项

目用吧！”这位亲戚不乐意地走了。
王德润在财税这块热土上耕耘了几

十个春秋，至于拒收了多少礼，拒办了多

少不该办的事，谁也记不清了。但他带

领财税干部为国聚财累计 16亿元，人们

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丰收果里，人们忘

不了王德润局长所走过的蕴藏着闪光的

聚财之路。

艺 苑

“查 家 账 ”有 感

叶启橡

近日有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讲

述了周总理与一分钱的故事。
文章说，据周总理当年的厨师回忆，

周总理每月都要查一遍家庭食品采购明

细账。有一次，帐面上记着购进精盐的

价格是每斤 0.16 元，周总理指出有误，

厨师说店里卖的就是这个价。周总理当

天即召集商业部长、物价局长等有关人

员，开了个“一分钱”紧急国务会议。后

来查清，精盐根本没涨价，而是那个副食

品店搞的鬼，他们进货时发现许多包装

破损了，分量亏了，所以每斤增加 1 分钱

损耗费。周总理知道后很气愤，说：“那

个副食品店乱弹琴，把损耗强加在顾客

身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多收的钱一

律退还顾客，一分钱也不能少！另外，店

经理还要公开做检查，向顾客赔礼道

歉。”

周总理通过查家庭食品明细账来了

解下情，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周

总理勤政。堂堂的一国总理，每天日理

万机，但每月仍抽出宝贵的时间来查家

帐，当一眼看出精盐价格有误时，立即着

手了解实情，及时予以解决。第二，周总

理爱民。正因为他时刻都关心市场物价

情况，所以才能发现价格问题，当问题查

出之后，当即责成有关部门，要店家退还

多收的钱，并对当事人进行公开处理，爱

民之心，溢于言表。
周总理勤政爱民的作风，值得当前

广大干部学习、深思。
有一个单位，盖了一栋高层住宅楼，

安装电梯的时候，硬是拒绝电梯厂来安

装，包给了包工队，包工队又转包给“地

下安装队”。这个地下安装队既无执照，

又无经验，致使电梯出了不少问题，盖好

的新楼为此拖延了半年多也分不下去。
有一家医院，购进几百张病床垫子，竟都

是稻草絮的。住院病人只好自带床垫铺

在上面，以免受皮肉之苦。像这样的事

情，有关部门、有关领导，不应问问为什

么吗？是经办人能力差造成的，还是失

职造成的？在这里面，有没有贪污、受贿

行为？对于这样一些现象，不但应该有

所明察，还应该明确责任者的是与非，并

将之曝光于大厅广众之下。这样，腐败

行为也就无处藏身。

聪明反被聪明误，许多腐败行为，都

有路人皆知的症候，总要“露马脚”，最终

自食其果。如果对不关心群众疾苦，损

害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者，也像周总理

处理“一分钱”问题那样来个及时公开处

理，看谁还敢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掉

以轻心！
“智者知‘知之惑而好问，方能知之

尤深’；愚者不知‘知之浅，而懒于问，终

坠于惘而不拔’。”领导干部对自己职责

范围内的事，应该经常问一问，想一想，

做到熟知民情，明察秋毫，扫除邪恶，弘

扬正气。如此，则于民幸甚！于国幸甚！

（责任编辑  王尚明）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艺苑
	“查家账”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