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报随想（十五）

顾全大局、团结战斗的

楷模和表率
——学习《 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

唐 生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以下简

称《文选》），集中了邓小平同志从1938年到

“文化大革命” 前的主要言论，连同《邓小平

文选（1975—1982年）》以及《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所阐明的一系列根据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和理

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

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学习这些

著作，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指导我国当前的工

作，都是十分重要的。
人们学习《 邓小平文选》 同学习其他领导

人的选集或文选一样，总是挑选同自己业务或

当前工作密切相关的论述先学习，然后再及其

他。我学《 邓小平文选》，首先读的是专门论

述财政工作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54年 1 月全

国财政厅局长会议开始 时讲 话 的 一部分——

《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一篇是会议结束时

讲话的一部分—《 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

念》。学习的心得，以《闪烁着辩证法光辉的

财政工作的方针》 为题，发表在《求是》 杂志

1989年第18期上。
其次读的是《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

一文。为什么对这篇短文感兴趣呢？这是因为

1986年刘伯承同志逝世时，我 读邓 小 平同志

《悼伯承》和 其 他 同志 的悼念文章，颇受感

动。学习心得，以《 “刘邓” 关系——一份宝

贵的精神财富》 为题，发表在《财务与会计》

杂志1987年第 2 期上。当时联系实际，认为值

得学习的至少有以下几点：（一）善于与同志

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二）重视和善于做政

治工作的模范。（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学用结合的优良学风。（四）既爱护战士，又

严格要求，“爱兵如子” 与 “慈不掌兵” 相结

合的带兵艺术。（五）顾全和服从大局，为了

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不惜牺牲局部，勇挑重

担的坚强党性。这次学习《庆祝刘伯承同志五

十寿辰》是同《悼伯承》 一文 结 合 一 起学习

的。通过结合学习和联系实际思考，使我感受

最深的，是刘伯承同志堪称顾全大局、团结战

斗的楷模和表率。学习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

我们今天切实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

领导，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当

前经济形势，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小局服从

大局，局部服从整体，顾全大局，相互协作，
团结战斗，共渡难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1942年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

敌酋公开宣称，“华北封锁沟的长径等于长城

的六倍，环绕地球一周 的 四 分 之一” （《文

选》 79页）。这都是用敌占区人民的血汗堆积起

来的。敌人对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频繁扫荡和

“三光” 政策。在这样的艰苦的环境下，为什

么和怎么顾得上为刘伯承同志祝寿呢？当时除

了一二九师政治部决定举行祝寿活动以外，延

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新四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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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长陈毅以及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都发来了

贺电和贺诗。延安《解放日报》 和《新华日报

（华北版）》都发表了祝寿消息和祝寿文章。
所以会这样，我体会，越是在困难和残酷的环

境中，越需要加强党的领导，越需要共产党员

的模范作用和献身精神。邓小平同志在《庆祝

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 》中 所概 括的“热 爱国

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

员必须具备的优良 品 质 ” ，以及刘伯承同志

“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

党” 所树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对于加强党的

建设，都是十分重要和十分必要的。刘伯承同

志一贯 “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

大局，服从大局” ，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总

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总是主动

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

难去圆满完成” ；“伯承同志善于与同志团结

共事” ，同志之 间，包 括 “刘 邓” 之 间，服

从真理而不固执己见。顾全大局，即使作出牺

牲，也义无反顾。学习和发扬这种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优良品质和顾全大局、团

结战斗的高尚风格，对于战胜当时的困难，夺

取全面的胜利，是多么重 要。不 仅 战时是这

样，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建国以来走过的道

路，就会懂得，这种全局观念和通力协作的作

风，在我们克服一个一个的难关，取得经济战

线伟大成就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邓小平

同志当财政部长时谆谆教导 “财政部门要看到

大局，要有战略观念” ，说的也是要树立全局

观念。
回顾建国40年来，三年恢复时期、第一个

五年计划时期和六十年代三年调整时期，以及

八十年代初的改革时期，是我国经济工作搞得

最好的时期。所以搞得好，除了宏 观 决 策 正

确，大体符合客观规律以外，在三年恢复时期，

是同全国人民、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以局部服

从整体、忍受小困难避免大困难的全局观念，支
持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分不开的。要说统得

死，1950年和三年恢复时期是统得比较死的，
但是人民自觉地忍受了这种困难，支持了人民

政府的集中统一。没有这种支持，要创造被称

为经济奇迹的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的胜利，是

不可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是同

那个时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艰苦奋斗和

全局观念的教育，令行禁止，蔚然成风，分不

开的。六十年代三年调整，那时的困难比现在

大，所以恢复得那样快那样好，也可以说是创

造了又一个奇迹。那个时期党风好，社会风气

好，集体和整体观念强，大家憋着一股劲，上

下同甘共苦，克勤克俭，共渡难关，也是取得

成功的重要原 因。首先是 工 人 阶级从全局出

发，率先 作 出牺 牲，有2 000万职工下放到农

村，支援农业第一线。八十年代初，“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 取得巨大成就，同那个时

候粉碎 “四人帮” 不久，拨乱反正，群众热情

高，干劲大，各个地区和部门正确执行党的调

整改革措施，是密切相关的。而十年改革的后

五年即1984年到1988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

时，所以失误较多，投机盛行，腐败滋生，通

货膨胀，正如李瑞环同志在首都纪念伟大的国

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
这几年 “在一些人当中，讲理想的少了，讲私

利的多了；讲集体的少了，讲个人的多了；讲

全局的少了，讲局部的多了；讲创业的少了，

讲享受的多了。总之一句话：讲奉献的少了，

讲索取的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

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一轻一重，一软

一硬。这种情况导致的恶果，我们大家都痛切

地感受到了。”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了进一步治理整

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号召 “必须牢固树

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局部服从整体，小局服从

大局，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分散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也指出：“当前，中央必

须集中适当的权力，集中适当的财力、物力，

必须强调国家计划的严肃性，这样才能稳定经

济的全局。” 要做到适当的集中统一，“最重

要的是思想的统一。有了思想的统一，才有行

动的统一”（《文选》 299页）。因此，学习

《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学习刘伯承同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志事事顾全和服从全局的坚强党性，学习他善

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对于我们今天

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都是至关重要的。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小平同志说： “我

们花钱要买到经验，经验这个东西很贵，今后

还要花钱买经验，要力争花很少 的 钱买 更多

的经验。”（《 文选》 257 页）我 们花了很大

代价买了经验，我们要能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

训，不能只讲微观，不顾宏观，只讲局部，不

顾整体，只讲小局，不顾大局。“我们本来很

穷，但却装潢得很富裕”（《文选》 256页），
要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贫

穷的基础上不懂得勤俭建国，这个国是建不好

的。”（《文选》 250页）顾 全 大局，团结协

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适当集中财力

物力，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

财政
论坛 以 俭 养 廉

陈克鑫

各级 党政机 关 大 力 节减支出，勤俭办事，

带头过几年 紧日子，这不仅是缓解国家财政 压

力的需要，也是加强廉政建设的需要。
近几年来，由 于受高消费和超前消费的影

响，在某些党政机 关中出现了一种互相攀比 的

奢化之风。其主要表现在：用公款游山玩水，

请客送礼，吃喝成 “疯” ；以 翻修等名 义大兴

土木，修建楼堂 馆所；竞相购买 小汽车；盲目

追求办公设施的现代化等等。如此一来，国家

拨给的正 常经费便不够用 了。怎么办？于是乎

以 各种名 目伸手向国家要钱；于是乎向基层、

企业乱摊乱派；于是乎巧立名目创收；于是乎

变着法子转嫁费用。就这样，因为奢化导致经

费紧张，因 为 费经 紧张而不择手段地 “筹措”

资金，以 弥补那个永远 无法填平的 “奢化” 漏

洞。这种恶性循环，其危害是不可低 估的。
一是严 重脱 离群众。须知群众还不富裕，

一部分地方（老少边穷）群众的温饱尚 未完全

解决，而我们有些人却在那里 大手大脚、讲排

场、比 阔 气，这就 离开 了党的宗旨，无 法赢得

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二是败坏 了党和政府的形 象。人民群众是

通过具体的现 象、比 较来判断事物性质的。党

和政府的机关应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而某

些单位或个人却违反政策为 自己争利，威信从

哪里 来？凝聚力、号 召力 又从何谈起？尽管问

题出在少数单位和少 数 人 身上，但 “一粒老

鼠屎坏一仓谷”，其 腐 蚀 性、涣散性不可低

估。
三是加剧 了国家财政压 力。党和国家机关

的经费年年突破预算，这就 使得已经绷得很紧

的财政支出缺 口 更大，国家的重点建设和必需

的教育科技费用 难以 保证，无疑是给财政 “雪

上加霜”。
“历 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 败由奢”。

历 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忘记。一部中国革命

的历 史，就是一部艰苦奋 斗、勤 俭 创业的历

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老一辈无产阶

级 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 少奇、朱德等，
更是为我们留下 了严格节俭自律光彩照人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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