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财政战线上
光荣榜

本刊讯：1989年 9 月28日 至10月2 日，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 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 作者表彰 大会。会上，财政系统的梁华萍、周 家喜、何礼 祥、程 元发、董 世成、张成

兴、石 成岳 7 名同 志被授予 全国 先进工 作者光荣称号。下 面将他们的事迹作一简要介绍。

“一个人在 当今社会，

必 须正 确处理好奉献和

索 取 的关 系，如果只 想

着奉献 ， 那 么 他就 会觉

得生活永远是美好的。”

——梁华 萍

梁华萍  江 苏 省

徐州市财政局综合计划

科科长，高级会计师。近 40年来，他勤勤恳恳，处处以

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在做综 合财政计划工作中，

勇于探索，锐意进取。1983年以来，他利用 “专户储

存”的间歇资金，发放财政周转 金 21 800万元， 支持

了539个工农业生产项目，为组织财政收 入和 发展 地

方经济作出了贡献。他给自己约法三章，不贷长官意

志款，不贷人情面子款，不贷个人私利款，不贷酒肉

吃喝款。近几年来，他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探索财经理

论问题，撰写论文40余篇。他多次被评为 徐州 市优秀

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及自学成才积 极分

子， 1987年被评为江苏省财税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全国

财税系统劳 动模 范。

“不以 权谋私， 为

人民用好 手中的权 力，

是财政干 部 应 有 的本

色。”——周家喜

周家喜  湖南省

浏阳县财政局行财股股

长，会计师。做事业的

强者，是她 最 大的 追

求。她身患多种疾病，做过子宫全切除手 术，却顽强

地与病魔作斗争，长期坚持在艰 苦地方工作，一心扑

在事业上，很多节假日她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几年

来，她跑遍了全县78个区、镇、 乡，组织单位 会计搞

联审互查，仅1986年就查处违纪金 额 21.64 万元。在

工作中，每年打交道的单位上百个，经手分配的资金

几千万元，但她从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1987年组织

上安排她担任县财会学校电大班班主任，她以满腔热

情辛勤工作，所负责的电大班 巩固率、 及格率、 出勤

率都在 90%以上，被评为长沙市电大先进集体。1987

年她被评为全国财税系统劳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湖

南省特等劳动模范。
“既 来 之， 则安

之， 我愿 为西藏的建设

漆砖加 瓦， 为康马人民

管好家理好财。”——

何礼祥

何礼祥  西藏自

治区康马县 财 政 局局

长。1960年他自愿申请

援藏，从安徽省安庆 市来到康马县。近三十年来，他

以边疆为家，以艰苦为荣，坚持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坚持原则，刚直不阿，时时处处起到了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坚持财政工作为全县的中心

工作服务，做县委、县政府的 好参谋、 好助手，紧缩

不必要的支出，集中有限的资金为重点项目服务，积

极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支持农牧副业生产，促进城

乡经济发展。他在工作中以 老带新，手把 手 地 传 帮

带，精心培养当地 民族 干 部，现 在 全 县70%以上的

财会人员都是在他的辛勤 培训下成长起来的。他多次

被评为地、县、本单位先进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

1987年被评为全国财税系统劳动模范。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不怕有困难，就

怕 无成 绩。要 做 好 工

作， 不下功 夫怎么行？”

——程 元法

程元法  安徽省

太湖县耿家乡财政所所

长。为了帮助村民尽快

脱贫致富，他跑遍了全

乡 11 个村118个村民小组，认真调查研究。他到全乡

条件最差的双峰村蹲点，帮助村民利用山区 优势，发

展茯苓等中药材生产，使42户村民 基 本 脱 贫。他用

2 500元资 金 购买种苗，支持群众在田头地角和荒山

河滩种植苎麻 150 亩，使这些野草丛生之地得到了开

发利用。他在全区第一个建立牲畜交易所，解决了牲

畜交易税 “不 好征收”的难题。他在全乡进行财务清

理，建立了新帐，制订了财务管理制度，全 乡 各项税

收年年提前超额完成任务。他到耿 家乡工作 5 年，先

后 扶持了 9 个 生产项目，既使群众增加了收入，又扩

大了 税源。这 位24岁的年轻人， 不 怕 艰 苦，不怕困

难，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1985

年他被评为全县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1988年省政府

授 予他 “劳动模范”称号，省工会向 他 颁 发 了 “五

一” 奖章。

董世成  上海市

财政局第四分局高级经

济师，负责市粮食储运

公司财税工 作 的 专 管

员。他注重调查研究，

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

1984年他建议将原计划

超调给上海的 6 亿斤玉

米转为出口日本，可 节约储存费 1 705 万 元；同时建

议外经部取消进口 1 亿斤玉米的计划，改为向国内购

买，可节约运 杂费 125 万美元。1986年他向国家主席

反映过多出口高 亏 产品 薯干造成经济损 失 严 重 的问

题，并建议中央有关部门促 成建立上海与安徽购销薯

干的长期协议，保证了上 海酒精生产的原料供应， 对

支持轻工、化工、医药等行 业的生产 起 到 了 积极作

用。他帮助上海口岸解决进口粮 食压船压港严重的问

题，使企业扭亏为盈。他 对粮食储运公司政策性亏损

实行控制总额、定额补贴、 减亏 分成的改革，使企业

当年压缩 亏 损1 055万元。他 通 过 开 展 经 济活动分

析，促进企业提高 粮库仓容，节约装卸费支出，取得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他在 财税战线辛勤耕耘了28个春

秋，倾全力于本职工作，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曾先后

被评为上海市财贸系统优秀党员、先 进工作者，两次

荣获市劳动模范称号， 1987年荣获全国财税系统劳动

模范称号并获全国 “五一”劳 动奖章， 1988年当选为

市九届人大代 表。

“共 产党 员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多

奉献， 少索取。待遇不

要往 上比 ， 工作却要往

上干。对党和人民不能

搞收 支 平 衡、 等 价 交

换，否 则 那叫啥 为人民

服 务呢。”——张成兴

张成兴  吉林省长春市税收、 财务、 物价 大 检

查办公室主任，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 模范

干部、文明职工标兵、 优秀共产党员， 1987年 被评为

全国财税系统劳动模范，1988和1989年两次 被评为 全

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先进工作者。1979年刚刚回到

工作岗位的张成兴被诊断为患皮肤癌，最多能维持 三

五年，而对病魔，他选择了 “工作疗 法”。有 人做了

个统计，以后的 5 年中他竟多干了 1 年的工作。他在

工财科恢复和建立了一整套干部工作岗位 责任 制，提

高了工作效率。1984年他到市税收、财务、 物价大检

查办公室工作，几年来 共查处3 342 起违 纪 案件，收

缴违纪 款1 398万 元，连续四年被评 为市政府机关的

先进集体，两次受国务院税收、 财务、 物价 大检查办

公室的表彰。1988年 9 月他病情恶化住院，在病床上

完成了《单项反查法》 一书。他为政清廉，对自己约

法三章，遵纪守法，以身作则；不以权谋私，不搞 权

力交换；要正确对待自己，以党的利 益为 重，勇于牺

牲个人利益。在工作中他秉公执法，敢于碰 硬，被 誉

为 “黑脸 财神”。

石成岳  上海财

经大学会计学系主任、

教授。近年来他参加并

领导了在全国会计学领

域率先进行 的 教 学 改

革，根据会计学自身规

律建立的新的会计学科

体系，基本上纠正了传

统体系的缺陷，反映了现代会计学的新成就，初步实

现了中国 式的 现代化会计教学。他治学严谨，硕果累

累，他主 编的《 基础 会计》 获全国优秀教材奖，他参

加主编的 《 财务会计》 获校优秀教材奖，他还参加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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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中美会计词汇》 ，主编了《 英汉会计词汇》 。

他严于律 己，克己奉公，多年来对各高校发给的兼职

教授费等钱款总是推而不收，若实在推不掉，就以各

种名义上交。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重 视 教 书 育

人，带头做思想政治工作，使会计学 系 教 风 学风严

谨，许多方 面工作都走在全校前列， 1987 年 被 评 为

“全国财税系统先进集体”。

读报随想（十四）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历史巨人

——读《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有感

唐 生

1949年12月28日，毛主席在给 延安和陕 甘

宁边区人民的回 电中说：“我并且希望，全国

一切革命工 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年间在延

安和陕 甘宁边区的工 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

斗的作风。” 四 十年过去了，实践证明：艰苦

奋斗的精神和作风具有 巨 大的凝 聚力，什 么时

候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与民同 甘共苦，我

们的工 作就好做些，做得好些。什么时候丢掉

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就会脱离群众，工 作就 难

做些，做得差些。近读权延赤同志写的《走下

神坛的毛泽东》一书，感到毛泽东说到做到，
在他的一生中，确实永远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

风，许多事迹令人感 动，甚至催人泪下。一个

扭转乾坤的伟人，留给 历 史的巨 大印痕是多方

面的，毛泽东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艰苦奋斗

的精神和作风，同他的其他 伟 大业绩一样，也

要流传千古。
《走下 神坛 的 毛泽 东》 一书，也可叫做

《 卫士长答作家20问》。作家向跟随毛泽东15

年、曾任 卫士 长的李银桥提出了20个问题，有

些是带了作家个人浪漫 色彩的，诸如 ：毛泽东

最喜欢什么？最讨厌什么？最怕什 么？你 见过

毛泽 东哭吗？你 见过毛泽东发脾气吗？毛泽东

打过孩子吗？毛泽东很 “土” 吗？等等。毛泽

东生前曾对卫士 长说：“银桥，我和我家里的

事瞒天瞒地瞒不 了你。” 又说：“我活 着的时

候 你不要写我，我死 了以 后可 以 写，要 如 实

写。” 因此，李银桥及曾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

同志们尽个人目睹坦率地回 答 了作家的提问。
20个问题 包括毛泽东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介

绍的是毛泽东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以 及与此 有

关的正确对待子女和正 确处理公私关系的若干

侧 面，而这正 是党的十三届四 中全会以 后要着

重解决的。
象政治军事一样，生活也要算大帐

卫士 长回 忆说：我最喜欢毛主席《沁 园春·
雪》这首词。生活 中的毛泽东，本身就是一首

“雪” 的诗，艰苦、豪迈、冷峻，生动，多姿

多彩。让我们看一看卫士 长眼 中的 毛 泽东的

衣、食、住。
毛泽东精于算大帐，政治上、军 事上算大

帐，生活上也 算 大帐。
转战陕北期间，李银桥来到毛主席身边。

他 发现毛主席只 有一条毛巾，洗脸洗脚都用这

一条毛巾，而且也 没有什么 “毛” 了，象个麻

布巾。他建议说：“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

的擦脚用，擦脸擦脚应 该 分 开 嘛。” 毛主席

想 了想，幽默 地说：“分开就 不平等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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