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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看牛伢 崽赔

不起牛”想到 的

刘冬 生  杨国 生

俚语云：“看牛伢崽赔 不起牛”。大意是说旧 社会贫

苦人家的孩儿 为糊口 求生而替富贵大户放 牛 做 事，若

牛有亡失等意外现象发生，虽说责任重大，但 因 家境贫

寒身无半文，是绝对赔 不起牛的。

在当今的经济工作中，有人也 以“看牛伢崽赔 不起

牛”为托词，替种种“失牛”现象说情、开脱。新闻媒介时

有披 露：某某单位 领导带队 出国 考察、进口 先进设 备，

当设备运抵，要么是国外淘汰品 ，要 么缺胳膊少腿，弃

之 车站码头无人问津，或陈列仓库蓬头垢面，大把外汇

付之 东流。不久前，笔者耳闻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某地

有一大型建筑工程，征地拆迁，土建装璜，耗 资数 百万

元，但建成后，发现基础下沉，墙壁裂缝，竣工之 日 竟成

“判刑”之时，不敢鸣爆剪彩，不敢启用运行，至今无人

去分析事故原因，更不要说去追究责任。笔者还亲自调

查了解了这样一件事：某 乡领导，一腔 热血，五 年间兴

办了十 家企业，累计投 资逾百万元，结果不是产品 无销

路 ，就是质量无保证，效益每况愈下，绝大部份 关门倒

闭……如 此种种“失牛”的事件可谓大矣。但“失牛”的

“伢崽”没有受到指责，经说情后得到了庇护和开脱，其

理由 自然是“看牛伢崽赔不起牛”。

岂不知 在旧 社 会，那富贵大户是非常关心牛不再

失的，对失牛的伢崽也决 不会因 赔 不起牛而善罢甘休

的，或是一顿毒打，扣除工资，开除出门；或是 另行使

用，改做打柴挑水之 类苦力活；或是……

然而，在当今的经济工作中，我们有的“牛”主人是

不虑及“牛”是否再失的。究其原因，一是认 为我们国家

家大业大，失却一两头“牛”没啥，认 为是“交学 费”；二

是因 为我们的“牛”是姓“公”的，失却了于己无损；三是

有些“放 牛者”乃领导举荐，或者本身就是领导者，虽 失

“牛”事大，但处理起来十分棘手，不看僧面看佛面，因

而，干脆姑息迁就，对“失牛者”顶多调换 一个位 置，甲

家换到乙家，继续“放牛”。情况既 然如 此，“放 牛者”自

然又 少不了将“牛”丢失了。

解决新的失“牛”现象，除了那富贵人家的严惩不

贷的方法可供借鉴外，窃以 为首先“牛”主人要有当 家

的责任 感，率先垂范，以 身作则，爱国如 家，勤俭持家；

其次要经常性地督促、检 查和指导“放牛者”的工作，增

强 其责任心。倘能如 此，“失牛”的现象肯定会 日 趋减

少，“牛”也 一定会喂得膘肥 体壮，成群结队，“赔 牛”之

事也就好处理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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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四川省积极扶持财政困难县发展经济

“财政越困难越要支持经济发展”，这是四川省财

政工作的指导思想。近几年他们为了扶持财政困难县

发展经济，建立了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三大块”资金：

一是以财政困难的丘陵大县为扶持对象的丘陵大县基

金；二是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目的的“两项资

金”；三是以盆周山区县为主要扶持对象的扶贫贴息贷

款。这“三大块”资金累计已近 20 亿元，对扶持财政困

难县发展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从 1991 年起，四川省又开始实施大面积的财政补

贴县扭补规划，要求在“八五”期间 24 个县实现扭补。

围绕这个目标，1991 年确定了 18 个首批扭补县，选择

了 51 个重点扶持项目，各级财政都投入了资金。据统

计，截至 1991 年底，已有 45 个项目动工建设，其中 14

个项目现已建成投产并达到了预期的效益目标。18个

扭补县财政收入也比上年增长 9.2% ，高于全省水平，

有 12 个县做到了当年收支平衡，并消化了历年赤字

370 万元。1992 年确定的 11 个重点扭补县，资金、项

目、合同等都已落实，工作已全面展开，可望“八五”期

间实现 24 个补贴县扭补，5 个补贴县减补，再创 10 个

财政收入亿元县。  （夏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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