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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我是共产党员

——记共产党员、农税员吴俊良

陈金林  梁福荣  田中宝

在今年 3 月 召开的江西省宜春市两个文明建设 表

彰大会上，水江 乡财政 所农税 员、共产党 员吴俊良手捧

市劳模的荣誉证书，面对鲜花和掌声，心潮起伏，热泪盈

眶。他感谢党和人民对他的鼓励和支持，更为人们对他

的工作表示理解感到欣慰。

“工作吃点苦，这算不了什么”

多年来，吴俊良身兼二职—— 农税员和 乡会计。两

项工作，把 吴俊良繁忙的工 作日 程 一分为 二：白天，征

税；晚上，算帐。

白天，他 翻山 越岭，走村串户，向农民 宣讲农税政

策，丈量土地，核实 产量，挨 家挨 户 收 缴 税 款。征 收 旺

季，吴俊良总是披 着星星出去，戴着月 亮归 来，默 默 工

作。晚上，他坐到办公桌前，算帐、记帐、做报表。算盘，

计算着他 为 工 作付出的分分秒秒；帐表，记录着他 为事

业献 出的片片心意。一年中他总有近百天加班至深夜，

但从未领取过一分钱夜班补贴，无怨无悔。

多少次寒来暑往，多少个通宵达旦，吴俊良硬是把

农税征管和 乡政府会计两项工作做 得熨熨贴贴。可 家

里的农活他却无暇顾及。妻子时有怨言，但 用 吴俊良的

话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我领了国 家的事，就 要把 事情

做好，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财政 所实行分片负责，吴俊良总是主 动把最偏远、

工 作难度最大的几个村包下来。他 包的几个村，离乡里

几十里路，且农户居住分散。年复一年，日 复一日，他风

里来，雨里去，爬山越岭。所里的同事看着他 年岁大了，

多次要调换 一下 包片的地点，吴俊良却说，“不碍事，这

点苦算不了什么。再说，换谁去也是要吃这苦的。”

“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吴俊良征税，只认法，不认人；只讲政策，不讲情面。

为此，有人翘起大姆指啧啧称道：不徇私情。有人一时

咬 牙切齿：要遭雷打火烧。

有一农户隐瞒了卖木头的农林特产税，吴俊良了解

清楚情况后上门收税。卖主拒不承认，吴俊良当 面抖出

卖出木头的数 量、地点和买主，卖 主张口 结舌，只得认

了。吴俊良不但收 了特产税，还按规定加收 了逾期不纳

税的滞纳金。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那家女主人点着香火

指名道姓 咒骂吴俊良。

一个邻居想减免农林特产税，吴俊良不依。过了期

限，那位邻居还未交税，吴俊良照数加收滞纳金。邻居

越想越 气，抡起锄头把 吴俊良家门 口 的路 挖 了一个大

坑，弄得吴俊良一家上 工、担水都得绕着走。

类似这样的 气，吴俊良不知 受过多少次。但 他 受气

归受 气，收 税 还是老模样。不论是左邻右 舍，还是亲戚

朋 友，该纳税的照章收 税。他老丈人种了点西瓜，收 税

先收 他的；亲家卖了木头，第二 天就把该收的税收 回 来；

一个外甥女 一时拿不出该交的税款，他就 要先用茶籽作

抵押……

好心人劝 他：本 乡本土，亲朋好友，抬头不 见低 头

见，该松的还得松 一点。可 吴俊良自有自己的想法：你

松 一寸，他就 松一 尺；你松一 尺，他就 松一丈，日 后这码

子就 掌握不了。 亲朋好 友一碗水端平，我问心无愧。

吴俊良当 会计，不仅是一把算帐的好 手，更是一位

出 色的管 家。他 坚持原则，严守纪律。对不合理的开支，

他 坚决拒付。领导说 他 是好 管 家，有人说 他 是死心 眼。

用他 自 己的话说 ：“因 为我是共产 党 员”。

乡里的干部经常晚上加班到深夜，有人提 出要领夜

班补贴。造好 了表册，却在吴俊良手里卡了壳。吴俊良

说 ：“按规定 乡里不能开支夜班补贴。”

因计算工龄的规定不同，乡里一些集体干部转为国

家干部后，工龄工资比 以 前减少。有人提 出按原先的标

准发工龄工资。吴俊良说 ：“不能，只能按 转干的规定

办。”

为此 ，吴俊良 得罪 了一些人，时不时受到一些冷嘲

热讽，有时还得“穿小 鞋”。但 吴俊良全都一 笑了之。他

认 为：坚持原则没有错。

一位领导在一个 乡办厂 里拿了几百块钱去拉 关系，

厂长拿着那位领导的条子来 乡政 府抵交上缴款，吴俊良

拒绝办理手续。那位领导怏怏不快，到调离时还嘀咕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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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良做 得太绝。

吴俊良心里有一本酸甜 苦辣的帐。他 本是一个庄

稼汉 ，是党的教育和培养，是人民的信任，才使得他手上

掌握 了一些权力。他要用满腔的热情去为党为人民工

作，去坚持原则，秉公 办事。他 相信，有人对他 坚持原

则、依法办事的不理解是暂时的，自 己所作所为终将得

到理解。

“人们终会理解我”

就这样，吴俊良象一头默 默奉献的老黄牛，一如 既

往地拉着车，义无反顾地走着他应该走的路。

五十 出头的人了，干 了几 十年的工作，他 得到了什

么？

“老吴，你吃上‘皇粮’了吗？”

“没有。”

“老吴，你转国 家干部了吗？”

“没有。”

吴俊良只是一个集体干部。他对个别人的挖苦嘲

弄付之一笑，不去计较。他 不图名，不图利，要的是国 家

的利益，要的是人们对他工作的理解。

值得吴俊良欣慰的是，党和人民对他的工作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吴俊良参加工作以 来，多次被评为优秀共

产 党员、先进工作者，受到市、乡党委和政府的表彰。市

财政局号召全市财政干部向他学习。今年，市政府还授

予他“劳动模范”的称号。

当 吴俊良手捧市劳模的荣誉证书时，他不禁热泪盈

眶——人们终会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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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财政局长，难得！

王建华  秦 静

历史到 了 1992 年，黄河之 滨的“二 七”名城河南省

郑州市，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正 在思索着城

区财政深化改革的蓝图。他就是市先进财会工作者，30

年会计荣誉证书获得者——管城回 族区财政局长、区优

秀共产党员李树歧。

李树歧会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1990 年，区委、区

政 府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扩大电话总机规模，

改变长期以 来通讯条件落后，信息不灵、办事效率低的

局面。区长找到李树歧，要他 准备 10 多万元资金。他开

始 打起自 己的算盘：扩大总机尚需增编人员，工资支出

也要增加，这对一个城区“吃饭财政”来说着实是一笔不

小 的开支。能不能做 到财政 少花钱，同样办成事呢？经

过摸底、分析，他认真算了一笔帐，最后向区政府递交了

一份两全齐美的方案：取 消扩大总机规模方案，改 为每

个部门安装一台外线电话，凡有收 入的单位，资金自 己

解决，无收入或资金确实困难的由 区财政帮助解决。这

一方案既能改善各单位通讯条件，提 高工作效 率，又能

为区财政节约开支近 8 万元，得到了区领导的赞赏和支

持。难怪人人都说 ：李树歧的“算盘”打得真棒！

管城回 族区是个 少数民族集居的老城区，经济比较

落后，财力 拮据，这使得李树歧在几 十年的财政工作中

养成了“抠钱”的习惯。但对科技 实验、推广和应用项

目，尽管财力 很 紧张，他却总是

想方设 法，从资金上 给 予积极

支持。1991 年下半年，区农业技

术推 广站准备建立 一个先进的

土壤化验 室，进行科学实验，资

金缺 口 3 万元。请款报告打到

财政局李树歧那里，他 看 完报

告 当 即拍板定案，责成有关人

员速拨 3 万 元 资金到位，不得

有误。一下子感动 了农技站的同志：李局长如 此 支持农

业科研项目，办事效率又这么高，真令人佩服！

区直机关干部都知 道李树歧是个正 直而 又不怕得

罪人的人。他秉公办事，“严”字当 头，执行财经纪律，不

讲情面，人人皆知 。1989 年的夏天，财政局的一位干部

因公报销，找李树歧签字。李树歧按惯例审查完每一张

原始 单据后，又 亲自用算盘将报销数字 累计加了一遍，

进行核对，结果发现与报销凭证上 所填累计报销金额不

一样，多 了一分钱，便 严肃地问当 事人：这是怎么 回 事？

不能报销，多一分钱也 不能报销。原来，这位同志是在

填写报销凭证加计报销金额时无意弄错了，多加了一分

钱，才导致 出现“财政局长拒签报”这样一 幕。“一分钱

的故事”虽小 ，但李树歧认真执行财经纪律，对国家和人

民负责，合理开支每一分钱的精神却充分展现在人们的

面前。

在管城区，机 关干部都知 道李树歧是一个工作热情

特别 高的人。他每天早晨来的最早，下班后走的最晚。

虽 然年逾花甲，但一上 班，他就有使 不 完的劲，埋 头苦

干，兢兢业业。每到年终编制决算，他身为财政局长，却

总亲 自参加编制工作，常常加班到深夜。有人说 ：他好

象在跟时间赛跑！有人说：他简直是个“工 作狂”！也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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