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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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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已是五 旬老人啦，图个啥？他什么也 不图。用他自

己的话说 ：只图为 党、为国 家和人民多做点工作。

李树歧就是这样一个人。他 那丰富的理财经验，令

人惊奇的办事效 率，秉公办事、严肃执法的精神，以 及高

度的工作热情，不图名、不图利的工作态度都深深 感动

着周围的每一个人。无论领导还是普通干部都如此说：

能有这样的财政 局长，难得，真难得！

在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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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解农村  

锻炼自 己

徐 向

刚刚走出校门迈进财政部的我，又走出了财政 部来

到基层—— 河北省滦县财政局锻炼。局领导安排我到

农村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我渴望 了解农村，渴

望在那里学习锻炼，于是怀着兴奋而新奇的心情来到滦

县滦州镇高官营村。

刚一进村，我对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和陌 生：地 里

的庄稼，农家院里的水井，还有那富有浓郁特 色的方言

……至于粮 油 征收 ，农税减免，计划生育等农村工作更

是吸 引着我。

按要求，我们社教队 要做到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这是搞好社 教工作的前提，也 是 了解农村的有利条

件。开始 我有些不习惯，但我努力克服娇 气，放下架子，

尽快进入 角色，使自己真正 成为他们中的一 员。 不久，

我可以 毫不犹豫地接过农民递来的一碗冷水，痛快地喝

下去，也 可随时跟农民一样在田 间地 头席地 而坐，狼吞

虎咽 地吃饭。渐渐地，农民把我当 成 了高官营的一 员，

这为我今后开展工作，了解民情铺平了道路。

白天 ，我们有时宣讲社 会主义理论，有时去帮助 农

民收花生、打井 、灌田 ，晚上 ，在热乎乎的炕头上 ，我用 那

半生不熟的滦县话跟农民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大天。一

个 月过去了，我逐渐熟悉了农村生活，懂得了很多农业

知 识，也 知 道了农民的辛苦。在我的想象中，今 天的 农

民生活很 富足 了，然而，身临 其境，感受颇深，尽管这些

年随着改革开放，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很 大提 高，令 人欣

喜，但这些用辛勤汗水养育了我们的农民生活依然还很

清贫，也 正 是他们年复一年默 默 无闻辛勤地劳动，脚踏

实 地 用坚实的臂膀撑起了中国的脊梁！而我在校园那

优美舒适的环境中尽情享受美好人生时，又何曾想起过

他们呢？如 今，我感到惭愧，同时又感到庆幸。

90 年代，农民的思想也 在变化，改革浪潮的冲击，

商品 经济意识的增加，给他们注入了新鲜的血 液。如 果

按老一套工作方法来搞社教，肯定是行不通的。我们首

先明确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是 整干部、整群众、搞运动，

而是要着眼于提 高觉悟，坚定信念，发展经济，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由 于传统的宣讲、开会不能收 到很好 的效

果，我们便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通过放电影 、画

漫画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使 农民受教育。

搞社教不仅要注重理论 宣 传，更要注意多 办实 事，

帮助农民脱 贫致富，才能让人信服，社教 才能收 到好 效

果。于是我们和村委会共同商量讨论，深入村民家了解

情况，并到外地考察，确定首先要办两件事：一是帮助 该

村修路。高官营村与 南面一村相距不过 1 里，但道路 年

久失修，每逢雨天根本无法出门，群众早就盼望 能 有一

天修好这条路。二是组织全村办起一座砖厂。这个村是

全镇有名的穷村，全村一个 乡镇企业都没有 经 济 一直

搞不上去，经多方面考察，发现这个村建砖厂最有前途。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千方百计筹集资金，砖厂被批 准上

马，道路 不 久也修好 了。通过这两件事，社 教队 的 威信

一下子树立起来。每当我们走进村里，总有人拉 着我们

去家里坐坐，吃几粒花生，这些人没有什么客 气的 话 语，

但从他们朴朴实实的举动、诚恳的表情中，我感到 他们

对社教队的信任，从他们的目光中我看到 了自 己，看到

了自身价值的存在。我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承认！我 为

自己能给别人做一丝贡献而感到欣慰。

刚刚走上 工作岗位时我以 为，在工作经验 和实践阅

历上，我的确还是一个“无知”的学生，必须谦虚谨慎，向

他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但若论理论水平和文化 素质，

觉得自 己啃了十 几 年书本，在农村 用起 来 定是绰绰有

余。然而，主观想象和现 实的差距却太大了。

在给 农民讲解社会主义理论中，我惊奇地 发 现，原

来我觉得很熟悉的理论却讲不明白，实际上 我的理论 知

识只是半生不熟，似懂非懂，在学校里虽然学了不 少，但

实际 上 有很多概念我还不明确，还很含糊，自 己不明 白 ，

怎能教别人呢？这一发现使我十分震惊，我的理论水平

还很低！我不禁感到失落。

一次村里让我写份工作报告，我感 觉轻 车熟路 ，没

过多 久，稿子便 完成了，心里不免沾沾 自喜。几 天 后，却

发现我的报告被村书记新拟的一份代替了，读完这份报

告，我再一次 震惊了！这份报告逻辑严谨，用 词准确恰

当，内容更是符合农村工作的要求，再看看我那份，相形

见拙。他是一个高中毕业的普通农村干部，而我在大学

里学了四 年的文秘！我再一次 感到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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