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尖山等地处山岗的村组素有养牛

习惯。但多年来传统的养牛方式、低

劣的牛种，使河桥养牛业始终处于低

效益状态，形不成气候。县委、县政

府发展黄牛饲养、加快奔小康步伐的

部署，极大地鼓舞了河桥农民。乡党

委、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养牛业，

财政部门去年专门拿出 20多万元扶

持农民养牛。他们从资金、技术、牛

种改良等方面为养牛农户提供服务，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养牛的积极性。
目前，河桥全乡养牛总数已达 6 600

头，其中黄牛就有 5 400 头。地处高

岗的大岗、兴山、黄龙、长中养牛势头

尤为迅猛，兴山户均养牛 8头。据统

计，全乡养牛 10 头以 上的农户已有

70户，养5头以上的农户达170多户。
在黄龙村山坡上，笔者见到了闻

名全县的养牛状元柏房义。这位 39

岁的共产党员，从 1994 年开始养牛，

不断发展，最多时养牛 75 头。去年

出售了 30 头，获利 2.5 万元。他富

裕不忘穷乡亲，两年来，主动帮扶两

个贫困户养牛，使他们年增收 2 000

多元。
河桥乡计划明年实现全乡养牛

1万头，从目前发展势头看，这个目

标的实现是稳稳当当的。

林果溢清香

大灾之后是大干。1991 年特大

洪涝灾害之后，河桥乡下定了治理荒

山、大力发展林果的决心。乡党委、

政府领导成员带着水壶、干粮率全乡

数千农民凿石打洞，苦干五个冬春，

栽下了 9 000 亩板粟、苹果、桃、李、

山楂。到去年，已有 1 000 余亩挂果

受益，今年挂果面积增至 3 000 亩。

从南山采石带顺坡路而下，但见错落

有致的山坡桃园中“五月红”鲜桃咧

着红红的嘴向路人含羞浅笑。坡尽

路转，车到王店三元林果带，清香四

溢，沁人心脾，犹如置身世外桃园。
几年来，河桥乡在林果生产上投

入了大量资金，他们重栽重管重销

售，各村都配备了果林主任和果林技

术员，乡里成立了果林销售公司。果

林已成为河桥乡未来几年农村经济

收入的一个大头。分管多种经营的

副乡长自豪地告诉笔者：“河桥的土

壤极适宜果树生长，尤其适宜红富士

苹果生长，最近，山东一些果农也跃

跃欲试想到河桥承包果林”。
荒山竞献宝，淮水送金银。河

桥，好一道发展农村经济，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风景线。
（责任编辑 王尚明）

财苑风貎

一位老共产党员的
财政情结

——记河北省沧州市献县段村乡财政会计王志起

仁 言

王志起今年 58 岁，个头不高，皮

肤黝黑，身躯瘦小，却显得结结实实，

脱下那身农税服装，就是一个典型的

农民形 象。1977 年春天，王志起带

着组织上的一纸调令，高高兴兴地迈

进了段村乡财政所的大门，从这一天

起，他在这个偏僻的财政所一干就是

20 年！

“组织上让咱管财管物，这样信

任咱，咱就得让组织放心。”
王志起到财政所后，负责全乡预

算内和预算外会计，管理周转金和乡

政府财物。他 干 工 作丁是丁，卯是

卯，从来不打折扣。

一天 ，外甥到 单位 找 到 他 说 ：

“舅，我想盖几 间房，钱不够，知道您

把关严，但是这回 您就松松 口 ，给我

解决几千吧！”还没等王志起接话 ，外

甥又接 着说 ，“上次借点周转金买拖

拉机您没给，这次说什么也得借！”王

志起看看他外甥，缓慢地说：“孩子，

不是你 舅不借给 你钱，这钱是国 家

的，是有政策规定的，不是随便谁都

能借的”！“舅，我不是别人，我是您

外甥！”“谁也一样！”外甥有点急了，

“那次托您买点平价柴油，您倒好，花

高价打了 40 斤，还糊弄我说是优 惠

价。怪不得人家都说 您‘死心眼’！”

王志起也火了，“我不管别人怎样说 ，

反正违背原则的事我不能做！” “

这次

您要是不借，我就 不认 你这个舅 舅

了。”说 着拔 腿 就 往 外走。“你 站

住！”，王志起叫住 了他，从上衣口 袋

掏出了钱包，“孩子，我刚发了一个月

的工 资，化肥我先不 买 了，你拿去用

吧。”

王志起没有把亲朋的埋 怨和旁

人的讥讽 放在心上，他 常常念叨 的

是：组织上让咱管财管物，这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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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咱就得让组织放心。
“咱是党员，要通过咱的工作，让

群众说党好，说社会主义好。”
王志起对待有困难的企业和群

众总是一副热心 肠。有一次，老王听

一位同事讲，大村有个养鸡专业户叫

孙玉 罗，这个姑娘有专业知识，事业

心 挺强，想扩大养鸡规模，正在为资

金的事儿发愁。老王想，该帮她 一

把！下午，他就骑上自行车到大村找

到了孙玉 罗。看了看鸡场，听了听小

孙的打算，知道她 缺钱盖鸡舍、买饲

料。老王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 头，

说：“闺女，我看你是个干事业的材

料，有困难不要紧，咱 乡里支持你！”

孙玉 罗望着这位雪中送炭的老人，激

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紧着拿烟 倒水。
老王说：“你 别 忙活 了，大叔 不会抽

烟，水也不喝了，走！咱这就到财政

所办手续去！”当天，孙玉 罗就拿到了

2 000 元现金，后 来，又 得到 财政所

5 000 元的 支持，就这样，孙 玉 罗成

了全县闻名的养鸡“女状元”。在她

的带动和影响下，全乡养鸡业像雨后

春笋般发展起来。
王志起为企业和群众办实事的

事例很多：他曾经顶着烈日到有 100

多名职工的汽车配件厂考察，及时解

决了“救命款”；在大雨滂沱的傍晚，

他光 着脚为 个体 户韩户昌送去 了

3 000 元周转金，使小厂 又 焕发 了 生

机。段村乡几 十 家企 业、18 个村，处

处留下了老王的足迹、处处浸润着老

王的 心 血！20 年来，老王到底为 当

地企业和老百姓做 了多少好事，谁也

说不清！老王常说：“咱是党员，要通

过咱的工 作，让群众说 党好，说社会

主义好！”

“共产党员，就得像个共产党员

的样儿。”
在一些人眼里，王志起 干的是

“肥差”，是位“实权人物”，于是就想

着法子和他拉关系、套近乎。

一天，一个姓 范的 小青年拿着

200元钱求老王办事，老王掂着钱笑

着说：“小伙子，你认错人啦，我是三

横一竖这个‘王’，不是贪赃枉法那个

‘枉
，
！快把钱收起来。有什么事儿，

你就直着说。”小范说 想借点钱搞食

用菌养殖。王志起经考察后，给小范

解决了一部分周转金。感动得小伙

子赶 集卖鲜蘑时还时常对顾 客说：

“是乡财政所的王会计帮俺搞成的！”

得到过王志起帮助 的厂 长、农

户，对老王心 存感激，想“意思意思”，

都被老王婉言谢绝了。只 有一次老

王破了例。段村乡有一家罐头厂是

乡财政所一手扶持起来的，生意挺红

火。厂长老杜和职工们商量：老王为

咱罐头厂没少操心 ，大 家给 他 凑个

“红包”吧！杜厂长派人去了 5 次，都

让老王不客气地打发 了 回 来。杜厂

长见送“红 包”不行，便 来了 个“绝”

的。他挑选出两箱罐头，拉到老王家

里，二话没说就走了。第二 天，老王

找到杜厂长说：“老杜，礼我收下 了，

我给你面子，你也得给我面 子，今年

的周转金可得按 时还清！”杜厂长一

听乐 了，“王会计，我可不是拉您下

水，没有乡财政所、没有您，我这罐头

厂就没有今天。罐头您收下了，这周

转金您尽管放心 ，我保证按时还清！”

王志起满意地走了，杜厂长也觉得自

己了却了一件心事。就在这时，厂会

计走进来告诉杜厂长，老王来的时候

已经把罐头钱照价付了款……

王志起就是这样，从不用手中的

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对来路不明的

钱，一分也 不 沾！王志起 不 需要钱

吗？不是的。其实，他那几间旧 房里

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和电器，老伴常

年有病、儿女结婚、买化肥农药也都

需要钱，可老王固守着一个理：人穷

志不穷，共产党员就得像个共产党员

的样儿。

王志起认为，吃点喝点拿点不是

小事，它可以 把财会人员的形 象吃

垮、把清正廉洁的作风喝丢、把党和

群众的关系拿远。
“机关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

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儿。”
王志起的家离他所在的段村乡

财政所 15 华里。老伴体弱多病，一

个人在家操持家务，希望老王能多回

几趟家，帮帮她。王志起又何尝不想

尽丈夫的义务。起初由于所里就他

一个人，需要值夜班，他 想等所里人

手多了再好好陪陪老伴。后 来人手

多了，老王又 觉得年轻人家务活重，

还是经常坚持值夜班。就这样，老王

说服了老伴又说服了自己的同事，把

休假的机会一次次让给 了年轻的同

志。
1995年腊月三十，下起了大雪。

上午，王志起推着自行车顶着一身雪

花回到家里。一到家，老王忙着帮老

伴包饺子，老伴非常高兴，心 想今年

要过一个团圆年了，儿孙 们跑前跑

后，一家人乐 乐呵呵。吃过午饭，老

王掏出那块用自行车内胎 剪成的皮

条拴着的手表，看了一眼，低声对老

伴说 ：“孩儿他妈，我该回 单位值班去

了。”老伴一听急了，“老王，就非你值

班不行吗？”“所里就我岁数大，我也

干不了几年了，值不 了几 个班啦，等

退休后我天天陪你过年！”老伴望着

窗外飞舞的雪花，苦笑了一下：“十几

年了，我也拦不住你，去就去吧 ，管好

炉子，捎点饺子，五更起来煮着吃！”

听说老王又要走，儿子走过来劝阻，

孙子跑过来抱住了老王的腿，还是老

伴为老王解了围，“你们就别为难他

了，让他去吧 ，雪下大了路就滑了。”

别人家过年都是往家赶，而老王

却是为 工 作往 外走……就这样，一

年、两年…… 他到财政所工 作的 20

年里，有 19 个春节、5 000 多个夜晚

是在单位值班度过的！

他常说：“机关的事儿再小也是

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责任编辑 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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