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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新疆 沙 湾 县 柳 毛 湾 乡财

政 所 长陶登义 同 钱、财、物 打

交道已有 32 个年头 了。32 年

来，他 严格 实践着 对 自 己的约

法三章：钱是人民的，不能 贪；

财是 国 家的，不能要；物 是 集

体的，不能拿。

一只茶壶

陶登义 身为 财政 所长，但

一分钱也 不 多花，尤 其是 对 自

己抠得更 严。如 今，他的 办公

室 里 用 的 一 只 铝 茶 壶 还 是

1 972 年买的。19 年 了，这把 不

起眼的旧 茶壶伤痕 累 累，提把

用铁 丝拧得密密麻麻。它是一

位 共 产党 员在新 形 势下 保持

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光荣传统

的 见证。

一把算盘

这 是 陶 登义 的 第二 件传

家宝。1959 年参加工作时，从

老统 计 员手 中接过 来 的 一把

算 盘，如 今 已 伴随 他 工 作 32

年 了。32 年来，陶登义 用 它精

打细 算，不知 为国 家节约了多

少 钱。就说 不 久 前的 一 件事

吧 ，那是今年 6 月 的 一 天，县

一建公 司代理人来说 情，想让陶登义免掉 2500 元违约

金，被严辞拒绝了。别小 看这把旧 算盘。它噼里啪啦响

了 32 年，奏出了一位 共产 党员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高

尚品质和精打细算为民理财的精神。

一颗 红心

陶登义一心扑在工作上 ，常年 累 月，积劳成疾。早

在 1964 年 10 月就因患脊椎结核 而动 了手 术；1969 年

又 因患急性 肠梗阻被割掉 1.3 米肠子；去年 1 1 月 又被

石河子二 医院确诊为慢性 结肠炎，身体一直很虚弱。领

导和同志们常劝 他 多休息，他总是一 笑了之 ，从不 放在

心上。他常讲：“共产党 员就得象焦裕 禄 那样，生命 不

息，奋斗不止。”一次，他 病情加重，本该住院，可 当时正

值年终决算，会计又上 学去了，人手 实在太 紧张 了。陶

登义 只让医生开 了一个月的药，一边吃药，一边坚持工

作，硬是撑了下 来。老伴看到丈夫消瘦的样子，心疼地

劝道：“登义啊，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啊！”他理解地 笑了

笑后，又打趣地 答道：“如 今搞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也

要舍得花本钱才行啊。”一颗红心永向 党，无私奉献 为人

民。这就 是陶登义这位共产 党 员的风采。

在财政战线上
我 爱农税这一行

任忠国山东 鱼台县陈楼乡财政所

我叫任忠国，是 鱼 台县陈 楼 乡农税 征 管 员。近 几

年，我在党组 织和同志们的亲切 关怀下，逐步由 一个 农

税行业的门外汉 成为优秀农税征 管 员。几年来，多次 受

到上 级的表扬，并于 1 990 年，被评为 省级 优秀农税征 管

员。我是怎样爱上 并 干好农税工作的呢？

一、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原是干 文化工作的，曾 当过县剧团的编剧，参加

过农村工作宣传队 ，担任过 1 4 年文化 站长。这期间，我

在省、市、县级 刊物 和电 台上 发表过 不 少文 艺作品 和通

讯报道，组织过各种群众文化活动，被评选为济宁市群

众文化先进工作者。1 988 年 夏天，乡里领导同志找我谈

话，要我担任 乡财政 所农税 征 管 员。当 时我错误地认

为：财政所是管钱的单位，有钱就吃香，腰杆就 粗，也 好

办事，别的 不说 ，先弄身“官服”穿穿，因此 ，就 满口 答应

了。当 我知 道征 管 员需经常风风雨雨 、走村串 户收 税 ，

弄不好 还要挨 骂挨揍时，心顿时凉 了半截。心想，我可

不是吃那碗饭的料，还是提 笔杆子保险 、稳 当。再说，让

我这编剧本的 管帐 本，岂不 是张冠 李戴、学 非 所 用吗？

正 在我踌躇不决时，领导向我讲了农税 征管工作的重要

性 和在目前经济改革、开放 新形势下 ，急需加强农税队

伍 的必要性 以 及农税 战线的 光辉前景。这使我深刻认

识到，我这个共 产 党员，不能计较个人得失，既 然组织需

要，应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就 这样，干上 农税 征收这

一行。

二、党叫干啥就干好啥

在财政 所里我负责农业税收 、周转金、农发基金等

工作。为了干好这份工作，我注意发挥自己的特长。在

大搞农税征收 宣传活动时，我充分发挥自己会写美术字

的特长，写 了许多过路横幅、大字标语，帮村里办起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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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栏、黑板报。去年，为进一 步做 好 农税征收 工作，我利

用 业余时间，编写 了不 少短 小 精悍，群众喜闻 乐 见的小

节目，如 反映踊跃交售爱国粮的山 东快书《晨光曲 》、《王

二 能交粮》，及时上 缴 农林特 产 税 款的《告丈 夫》，歌曲

《自古多少辈，种田 要纳税》、《场间小 景不胜 收》、《越想

越 后悔》等。在 乡党委支持下，组 织 了一支由 民间 艺人

为主的文 艺宣传队 ，到各村巡 回 演出，宣传国 家的财税

方针政策，效 果极 为 显著，受到县、市 领导的表扬和 支

持。在这期间，为 了提 高自 己的业务素质，我还反复学

习 了济宁市农税干部业务培训班设置的全部课程 ，基本

掌握 了农税征解会计常识。

在农业“四 税”征收过程 中，我和全所同志，走了不

少艰难曲 折的路。我们 乡位 于鱼 台最西南部的 高亢地

带，水浇条件差，去年小 麦 又遭受严重自 然灾害 ，要完成

全乡农税征收任务谈何容易？我和全所同志下定决心，

不怕苦、不怕难，豁上 身上 几 斤肉 ，也 要保证征收任务的

完成。夏征时，由 乡机关人员组 成工作组，分片包村。我

包的村，是一个纳税基础较 差的边沿村，有的村民自 实

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以 来的公粮还没缴清，有的聚众

抗税 不缴，对此 ，我总是心平 气和地讲道理，宣 传政策，

直至对方口 服心服，缴清税 款。由 于我们抓 得 紧、抓 得

死、抓 得细 ，只 用 7 天时间就 一次 性 完成 1990 年全年

8.1 万元农业税、3 万 元农林特产税的征解任务。

在征收耕地占 用税时，因我所人员少，工作量大，在

这种情况下，我不攀不靠，不辞辛苦，骑着自行车上门征

收 ，有的一户要去 1 0 多趟，有时还碰上“钉子户”。有一

天，我和所里的同志一齐去房庄村征收耕地占 用税，有

一位愣头愣脑的小 青年，不但拒 不纳税，反而出口 伤人，

我上前和他讲道理，他说，非和我拚命不可，并扬言要捉

我一家人的窝。这时，我没有后退，严厉告诉他 ：“国 家

应征的税款，你分文不能少，不然，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通过反复向他讲政 策，最后，在威严的税 法面前，这位 青

年不得不如 数缴上 了税款。自 1 989 年以 来，我 乡征收 农

民建房耕地占 用税 2.6 万 元，超额 完成征收任务。

为进一 步拓 宽税 源，我和 所里同 志们努 力 捕捉 信

息。1990 年，在我们的建议下，我 乡利用适合立 体种植

的特点，采取麦垄间种西瓜、瓜地 里种棉花，一年三种三

收 多层次 高效益的种植方式。全 乡增加了收 获，也增加

了财源，一年新增农林特产税 1.5 万元。群众满意地说：

“吃着西瓜拾棉花，瓜棉都能卖钱花，交上 提留纳上税，

剩下的钱还够花。”今年，我 乡为 发展农 业 高档商品 经

济，拓 宽税源，增加种类，开辟农税 征 收新途径，计划在

塑料大棚内种植瓜菜，这样可打破 夏秋 两季征税的局限

性，一年四 季有税 可征。通过 实践，我深刻体会到，只有

打破旧 观念，锐意创新，向时间、向科学进军，迎着困难

上 ，才能开创农税征管工作的新局面。

三、我爱农税这一行

如 果有人说，满足 就 是幸 福，那么 ，三 年的 酸、甜 、

苦、辣，何尝 不 是我幸福的真谛？我决心把一生献 给 农

税 事业。这几 年，时常有人给 我灌 后悔药，说我自 讨苦

吃，爱人也直抱怨，说我脱产又脱 家，家里的事一点都不

管。1990 年春节后，在新疆工作的我二姐回 家探亲，她

和我商量，想叫我全家搬到乌鲁木齐，那里不 但工资高，

还能解决城市户口 和孩子工作问题。家属和亲友们也

都劝我去，但 都被我拒 绝了。我说：“我哪里也 不去，我

是共产党 员，我要对得起党，要在党需要我的这片热土

上努力 工作一辈子！”

的确，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我时刻以《党

章》和《准则》严格要求、检验 自 己，及时发现、勇于 纠正

自 己的不足。起初，我一度产生“怨上不支持，怨下不理

解，怨自己没本事”的埋 怨情绪，以 致造成工作被动。后

来，我通过学习，从主 观上 找原因，逐渐由“三 怨”变 为

“三干”，即：领导不催自觉干，组 织安排坚决干，份内 份

外结合干。乡里工作千头万绪，我心里随时装着一颗定

盘星。我趁 乡里经常让我组织文娱活动的机会，大张旗

鼓地向群众进行依法缴纳农税的教育；我趁领导让我下

去搞社 会调查的机会，见缝 插针，把各村户农林特产 和

耕地占 用 面积进一步调查核实。在抓 中心带业务 、以 中

心促 业务的同时，我努力 做 一个农税 事 业的有心人，教

育群众积极 纳税的 热心人，竭 力 培植 税 源、帮群众致富

的贴心人，无愧 于农业税政 建设的共产 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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