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财政

战线 上

执着的 追求  无私的 奉献

——记荣成市泊于镇财政科长车方歧

刘志坚

在胶东半岛 的 荣 成 市泊于镇，家家户 户 都 熟悉

他。他今年49岁，中等身材，黝 黑的脸上过早地被流

逝的岁月 刻满 了皱纹。自 参 加 工 作起他就没 有挪过

窝，在财税岗位上辛勤耕耘了28个寒 暑，象一颗永不

生锈的螺丝钉始终紧紧地拧在心 爱的事 业 上，默默 无

闻地奉献 着自己的光和热。先后 离任的七位党 委 书记

和九位 乡、镇长，给 他 留 下 的褒奖 是：一心 只 想工

作，从不考虑自 己。他就是威海市先进 工 作者、山 东

省 农税优秀征管员、泊于镇财政科科长、共产 党 员车

方歧。

（一）

车方歧 相信一句话：“人活 着，就要干 好 工作。”

他一家六口 ，除 了 自 己吃国家供应粮 以 外，七十 多岁

的老母亲、妻子及 3 个子女 全是农业户 口，至 今家里

还耕种着五 亩口 粮田。三 夏三秋 农 忙季节，家里 需要

帮手的时候，也正是农税征收的黄金季节，面 对 家庭

和事业，老车总是选择了后者。年复 一年，妻子也理

解了，“我们家有他不 多，没他不少。”

1990年，是当地历 史上小 麦长势最好的 一 年。望

着籽粒饱满、渐渐变黄的小 麦，老车的心 里喜滋 滋 乐

呵呵。今年 又是 一 个 丰 收年，农业税的征 收 有了保

障。孰知 天有 不 测 风 云。小 麦 进入收割期，阴雨连

绵。眼看到口 的馒头将被 “龙王”抢去，老 车 心急如

焚。领导和同 事们 催 促 他：赶 快回 家 帮 助 收割 小 麦

吧。为了 “龙口 ” 夺粮和 农税入 库，老车毅 然 放弃了

自 家小 麦，跑村串户冒雨组织 农民抢收 脱 粒。他一身

雨 水，一身泥巴，帮助 300多户 村 民 脱粒小 麦40多万

斤，并 全部转移到学校教室、机关办公 室 和一些闲房

中晾晒。他还及时与粮管所联 系征收入库。群 众 的小

麦避免 了损失，他也提前完成了 21.4万元 农 业税的征

收任务，受到 了上级领导的表扬。麦 收 结束后，当老

车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看到妻子辛 勤 劳作一年

收 获的3 000斤小 麦 全部发芽霉烂 了，妻 子连劳 累 加生

气病倒了。望着老 车 布 满 血 丝的双眼，妻子欲哭无

泪。这可是全家人的口 粮啊！ 他从心 底 感 到内疚，偷

偷抹去挂在腮 边的苦涩的泪水，将发芽霉烂 的小 麦低

价卖给 了饲料厂， 又花高价 从 市场上 买 回 了1 200斤

小 麦和180斤大米。

为征税，车方歧 什 么 样 的人都碰到过。有 一果

农，拖欠特产税7 800元。老车先 后 四 次 登门宣传税

法，征收税款。他不但不交，反而扬言：“要 钱 没有，

要命有一条。”有人劝老车 “别管了，交 司法部 门处

理吧，小心 别挨了刀子”。老车笑了 笑说：“别，还

是咱的工作没做到家。” 又第五次走进了果 农的家。
“精诚所至，金石 为开。”第二 天，这 位 果农冒着雨

到财政科如数 交纳 了税款。车方歧也是个唱 黑脸的角

儿。他常说：“宁肯 得 罪 人，不 能丢 了理。”这个

“理”，就是政策、原则。在征收耕地占 用 税时，他

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说情风，逐户清 查 建房占地。先

后查出假报非耕地1.2亩，查补 偷 漏税款2 100多元，

为国家挽回 了 损 失。就 是亲戚朋友，违了理 他也不

认。他有个承 包果园子的堂弟，为 了不 交 税，一次，

借着下雨天，外 运 一 车 苹果，正巧被老车检 查时发

现。当时在场的只 有他哥俩，放行了谁 也 不知 道。堂

弟一个劲地哀求，却没能打动老车为国征税 的 信念。

他硬是把车扣在了镇政府的大院里，直到 堂弟交 齐了

税款 才放 行。

（二）

泊 于镇地 处渤海岸边，山 峦起伏，土地肥 沃，20

里的海岸线，为发展果业生产和牧 渔耕 海提供 了得天

独厚的优越条件。全镇9 350多亩 果 园 和两 个水 产 养

殖场，是农林特产税的重点税 源。车方歧 认 准了一个

理：促进生产 才能增加收入，生产发展了，就 能提供

丰富的税 源。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果 农们没有不认识车方歧的。几年来，老 车走遍

了全镇大大小 小的果园，为果农先后举 办 了四 次 学习

班，推广果园地下管道和老果园改造技术，并 组 织了

一批果业技术员到栖霞县和本市的一些 先进果园学习

取经。辛勤的汗水，换 来 了 果 品 质量和效益的 双提

高。果农的收入增加了，他们没有忘记老 车，秋后很

多人给他送去了果品 表示感谢。老车讲：‘要 感 谢应

感谢党的好政策，果品 我不收，但我可要 收 税。’一

心换万心。老车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换取了果 农的纳

税意识和爱国热情。1990年的特产税提前 了 两个多月

超额完成。

1990年 5 月 1 日，百年不遇的暴风 雨，袭击了荣

成沿海。泊于镇第一海带扇贝 养殖场遭到了惨 重的损

失。700亩海带和扇贝 全部被狂浪卷走，140万元 的生

产设施破坏殆尽。望着咆哮的大海，雨水 夹杂 着泪水

盖满了一张张愁苦的脸。危难时刻显身手。车方歧赶

到现场，马上组织起其 他 单 位 幸 存的船 只，风力稍

减，便和职工们冒 着生命危险在海上抢救生 产 物资。

经过一天一夜的连续奋战，抢上来了 2 万 多个 塑 料浮

漂和30多万元的 生 产 物 资。为了使该场早 日恢复生

产，老车不顾劳 累，又四 处奔波，帮助拆借救 灾资金

110万元。他还以 主人 翁 的姿态提出 “近 海损失远海

补，养殖损失捕捞补”的自救措施，建议该场 购 买 两

条80马力渔船，进行捕捞生产，至年底 获 利20万元。

使这个濒临倒闭的养殖场起死回 生。场领导 谈 起老车

时，含着激动的 泪 水 讲：“没 有车科长的帮助 和 支

持，哪会有我们场的今天。”

（三）

车方歧 “官”虽不大，但权不小，管事不 少。他

总认 为：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权 力是 党 给的，应该用

来为人民服务，不能用来谋自己的私利。

老车的家只 有四 间 过 时 的瓦房和一些简陋 的家

俱，唯一的衣柜，还是他爷爷结婚时用过的 老古懂，

一台黑白电视机算得上是高档商品 了。一次，本 村家

俱 厂的厂长，到他家量好 了尺寸，要给他 做一套组合

家俱。老车知 道后，马上找到厂长说：“你 的 心 意我

领 了，但千万不要做，做 了我也不会要 的。”一个搞

个体建筑的好朋友，买 了一台20吋吋的大彩 电，就 把换

下 来的14吋彩电送到老车家：“闲着也 闲着，你就留

着看吧。” “这怎么行，彩电我看不惯，我 喜欢黑白

的。” “这又不 是 行 贿，你 怕什么。” “不 管怎样

说，我也不要，你还是拿走吧。”最 后，这 个朋友只

好把彩电带走了。

儿子该结婚了，就 是 没 有 房子。很 多人对老车

说，如果盖房子需要什么打个招呼，但都被他婉言谢

绝了。一位建筑队经理，知 道老车经济上不富裕，多

次找到他，要帮他盖几间房子：“钱不 用 愁，什么时

候有什么 时 候 还。”可是，老 车总是那么 一 句话：

“这怎么行。”

二十多年来，车方歧 为国家积累了巨 大的 财富，

他自 己只有一身正 气，两袖清风。他也 许算不上是一

个孝子、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但，他是一个称职

的财政科长，一个合格 的 共 产 党 员，一个党的 好干

部。

在财政
战线上勤政廉明的表率

——记山西省雁北地区财政局

局长、 模范党员左硕甫

章 昌

1990年 8 月 28日，《 雁北 日报》 头版 头 条 登 载了

模范党员干部左硕甫同志的先进事 迹。的 确，左硕 甫

是一个称职的地区财政局长。几十年的 革命 实践，他

寻求到了作为领导干部要做到的。

他深知，要 当一个称职的局长，首先要

做到勤政，要有高度的责任 感加上坚 贞的事

业心

早在1976年～1978年期间，左硕 甫就 是山 西雁北

地 区财政局局长，之后工作调动 了。 1986年 8 月因工

作需要，组织 上 又调他重返岗位。上 任 没几天，他 就

深入各县调查摸底，掌握情况，仅 几个月 的 时间跑遍

了 全区13县，了 解工 业生产存在的问题，寻求 商 业贸

易扩大的途径，摸索扶持农业基地县的 办 法，解决行

政事业单位的 “吃饭”问题。以 后每年都 是如此，他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基层度过的。

1987年，承 包经营责任制在雁北地区普 遍推开。
财政部门如何发挥其职能作用？左硕甫多次 在有关会

议上提议对全区国营企业实行上交利润目 标 承包责任

制。 7 月，他主持了雁北地区首批12家区管企业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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