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财政战线上

好雨知时节  润物细无声
——记龚大香同志巧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事迹

秦新生湖北省襄樊市财政局

在湖北省襄樊市财 政 系统1986年“双文明”建设工

作会议上，一位劳动模范在会上介绍了自 己做思 想政

治工作的经验。她的发言使与会 者耳目 一新，交口 称

赞她 做思想政治工作就 象丝丝春 雨，“随风潜 入夜，

润物细 无声”。这位劳模就是谷城县茨 河镇财 政所主

任龚 大香同志。

生活小事不小看

龚大香同志1984年调到茨 河镇财 政所时， 全所只

有六个人，三间房，好几个职工 没房住，连 吃喝睡觉

都成 问题，多数 人不 安心 工 作，内勤人 员上班 打毛

衣、看小说；外勤人员“上午十 点往外转，中午在外

吃顿饭，下午三点朝回走，一天补 助 混到手”。上级

分配的任 务年年完不成，是个后进的“老 典 型”。

对这样一个乱摊子，开始时，龚 大 香烦死 了， 见

到那些晚出早归的 同志 就 批 评。可是这方法 并 不顶

用。有一位同志不服气，顶撞她说：“龚 主 任，你是

饱汉不知 饿汉饥。你有宽敞 的房 子 住，我们没有安 身

的窝；你在家不愁吃和喝，我们回 来晚了要挨饿。”

这些话引起了她的深思：“是啊，衣、食、 住、行不

是小 事。同志们连吃、喝、住 都 没 着落，怎 么 叫他

（她）安心 工作？”于是，她 首先从 生活 问题抓起。

第一件，用 8 元钱买 了一个煤炉 子， 解 决 了 同志们的

喝水问题。第二件，解决吃饭睡觉问题，她 先 后四 次

上县城，要钱盖了三间房子，使 大 家有了一个吃饭、

睡 觉、 办 公 的 地 方。这一着，所 里 同志都高兴啦。
所里有个 中 年 职 工，工 作不 太积极，常往家里

跑。有一天分配任 务时，派他下厂 了 解情 况，他把眼

一翻说 “不去”，就骑着车子回 了家。有人对龚 大香

说，对他这样的人，可别心 慈手软，扣他的工资。龚

大香想，这样并不能解决思 想问题。为了摸清情况，

龚 大香也骑着车子来到他家。原来他家庭很 困难，体

弱多病的妻子带着一个经常生病 的 孩子，还承包了几

亩 农田。这天，他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说孩子 又生

病 了。龚 大香去后，和他一起把小孩送到 医 院， 临走

时，又给 他两天假 在 家 照 看孩子。这位同志 虽 没说

啥，但眼里却闪 着泪花。此后，他工作很 积极，做 出

了不少成绩。

理想教育不空谈

龚 大香同志做思想 政 治 工作 不 讲空 话 ，实实在

在，很 有特 色。所里 有一位女 青年，以 前，工 作目的

不明确，曾对人说：目前要吃好、 玩好、 穿好；将来

要找个好爱人，建个好家庭。因此，参加 工 作几年了，

业 务上没什 么长进，每次 报表都出差错，每 次 参加考

试都不及格。龚 大香找她谈心 ， 她振 振有词地说：
“我们这代人一生下来就挨饿，一上学就 停课，一毕

业就下 乡，一回 城就工作，能够 应付就不错”。龚大香

想，对待这类青年不是一顿批评和讲 几 次 道理就能解

决问题的，必须找准问题的症 结，对症下药。一次偶

然的机会，龚 大香看见她在街上和一男青年吵嘴，经

过了 解，原来那个男青年是她 的 朋友。他们交朋友已

经 两年了，男方逐渐发现她不求上进，双方 产生了隔

阂，常为一点小 事吵架。问题 的 症结找到 了，龚大香

把她叫 到自己屋里，恳切地说：“你 好 糊涂！难道你就不

为自己的将来和前途 想一想？你 朋友看不起你，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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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为什么？是看不起你不求上进，长此 下去，不光你

的朋友看不起你，大家也会看不 起 你。”这几句话打

中了她的要害，“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以 后 龚大香

又多次找她 谈心 ，给她讲做人的道 理，给她买 了一些

有关理想、前途、人生的书籍，并帮助她订 了自学计

划。打这以 后，她转变了，白天积极 工 作；晚上经常

一人坐在灯下看书学习，练习业 务。龚大香又 找 到她

的对象，介绍她近来的变化，希望他能正 确对待爱情，

协助做好她的工作。后 来，他们终于重新和好，还经

常互相勉励，互相帮助。现在，她 已 开始 自学中专课

程，决心 两年内达到中专 水 平，业务上也有了很 大长

进，1986年秋，在全县财务工作大 检 查中，茨河镇财

政所名列第一，这位女 青年也受 到 上级领导的表彰。

言传身教作示范

在理想教育中，龚大香很 注意把青年 的个人追求

引导到实际工作中去。她通过言传身教，使青年们 懂得

怎 样去 工 作，去奋斗。所里 有一位 女 青年，她心 气

高，爱面子，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觉得做 财政工

作只是“收收 支支、催款要帐”，没 有 干头。龚 大香

通过观察发现，她虽然好胜，但却缺乏脚踏 实 地的精

神。龚 大香就有意识地帮助她，在工 作 中培养她。一

次，财政所扶持的一户 养鱼专业户的几十万 尾鱼 苗，

因绿肥水流进鱼塘而全部死光。龚大 香 让她去了解情

况，并帮助安排今后继续养鱼苗 的 事。可是，由于她

方法不得当，不但工作没做好，还受了一肚 子 委屈，

气得回 来躺在床上哭。龚大 香第二天 带 着她一起去这

个专业户家里。经过龚 大香耐心 细致的说 服，专 业户

不仅答应继续养鱼 苗，还 表 示 了歉意。在回 所的路

上，龚大香耐心 地启发她说：“财政工作可 不 单是‘收

收放放，催收要帐’，帮助 农民发展生产 也 是我们财

政干部的职责。就说这件事吧 ，人家的鱼苗 死 了，心

里疼得不得了，你去了不问清情况，不 关 心 、安慰人

家，一开口 就是还款，人家哪能不 气？”从此她 大 有

长进.1986年，所里想帮助陶湾乡发展柑桔 生 产，可

是农民有顾虑。她先后深入到 3 个村11个 组，走访了

70多户 农户，讲解党的政策，谈眼前利益和长远 利 益

的关 系以 及发展柑桔的有利条件和好处，终于 使 农民

签订了合同，全 乡一次 发展柑桔560亩。

在财政战线上
把住“三关”

  管好资金

——记贵州省平塘县

财政局干部张凤河

张凤河今年50多岁，1983年他来到 平塘县财政局

搞农业财务工作。几年来，他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

一边学、一边干，认真抓好资金的使用 效益和日 常管

理工作，指导和督促县级有关部门建立 了财 政支农周

转金帐和资金使用、收回 的季 报制度；制 定了县财政

支农周转金借款合同以 及借款审批手续等一套管理办

法；组织和推动了支农资金和乡级 财 务清理工作。三年

来，他连续被评为县财政局先进工 作者，1986年还被

评为县财贸系统和自治州财政系统先进 个人，并在自

治州召开的先代会上发 了言。

张凤河管理 支农资金有一套 自 己的办法。为了提

高资金使 用 效益，几 年 来，他在支农 周 转金的发放

上，紧紧把好 “三关”，收到了比较好的成效。

一是资金发放预测关。张凤河在组织支农 周 转金

的发放过程中，始终注重预测资金的使用 效 益问题。
具体地说，就是在审核项目时，心 里 总想着这样一个

谱：放出的资金，能否发挥作用，其经济效 益如何，

社会效益如 何，到期能否收回 等。为此，在每笔资金

投放前，他都要作好四 个调查和一个核算。四 个调 查

即：（ 1）资金、原料、设备来源 调 查，包括申请者

是否有资金来源、原料来源和设备来源，原 料 是否就

地取材，是否是本地 优势；（ 2）销售 调 查，包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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