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财政战线上

她给人以 启 迪

——记北京市财政局工管处苏辉同志

苏辉，这位年轻的姑娘，从中 国科学院 某单位实

验室的一个工人，成为中 央财政金融学院 的学生；从

刚刚参加工 作不久的大学生，成为北京市财政局工管

处的业务 骨干，仅仅几 年 的时 间，她 跨跃 了两个高

度。是什么机 遇吗？不！是压 力。确切地说，是她甘

愿承受压力，在压 力下走过了一条逐 步成才的道路。
“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已成为当 今社会文明

的标志。

中国科学院无 疑是知 识分子云集、人 才荟萃的所

在。当时，在 这样 单位的一个实验 室里 当工 人 的苏

辉，对她周围的大学 生们真是羡慕极了。科学 技术日新

月异的进步，带来了信息和知 识的爆炸，安 于 现状肯

定是没有出路的。她感 受到了一股强大的 压 力，逼迫

她去学习，下 决心 跟上时代 的步伐。勤于耕耘的人总

会有收 获的。经过多少 个夜夜苦读，1978年高考时，

她 考上了中央财 政金融学院财政系。

从实验室到大 学课堂，从摆弄 实验仪器、配 制实

验药品 到 钻研 财政经济 理论，这 是一个横跨自 然科

学、社会 科 学 两 大 学科的转折。更 新知 识，积累知

识 ，她象久旱的 土地吮 吸 着知 识的甘霖，充实 着自

身。光阴荏苒，四 年 倏忽而过。1982年 10月 ， 苏辉到

北京市财政 局报到被分配在工 管处工作。

新的岗位，新的工作。1983年 国营企业利改税工

作成 了 全国 各级 财税部门工 作的重点。这是企业财务

体制的一项重大改 革，涉及 面广，政策性强，任 务繁重

自不待说，关键是时间 紧迫，形势 逼人。令苏辉高兴

的是，刚出茅庐 自 己就 有幸得 到 了这样一 个学习和锻

炼的 机会；不安的是，业 务 生疏 ，缺 乏经验 ， 无疑 又

是一种压力和考验。

利改税这件事，工作量 很 大。首先，按 各种不同

口 径的调整因素进行测 算，要计算 几万个数据，使 用

了近百 张表格，先后拿出了八种方案。其次，一套四

张不同内容的测算表格，全市几百个国 营 企业一一填

报后，再逐一同决算上的项目核 对，有时一个数字要

经过 几次反复才 能落实。最后 ，再按 大 中 型、小型企

业、亏损企 业 等不 同 类 型测算 平衡，分类汇 总。开

始 ，她没有意识 到 测算结果的 正 确性 有什么 重要意

义。一次 ，局领导参加市里 召开的会议，要 计算一个

数据。当时，尽管大 家忙碌了一整 天，正 准备下班 ，

但谁也 没说二话 ，又一鼓作 气地干了几个小时，数据

总算搞出来了。可是，第二 天听说因为基 础数据计算有

误，没 能为领导研究问题制定政策 提供准确、可靠的

依据，白辛苦了。这 件事深刻地教育 了 大家，也教育

了苏辉：看似简单的工作，里 面 有大文章。对每个数

据进行分析、进行 运算，是贯彻 党和国 家有关财政经

济政策所必需的。只 有 小数字准确，才能保 证大数字可

靠，成为制定政策有说 服力的依据。苏 辉明白了，干工

作光有热情还不够 ，还要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一
丝不苟的工 作作风。

在利改 税工作中，苏辉得到 了锻 炼和提高。原来

在学校时学的 是理论，要干 好工作，还必须在实践中

学习业务知 识，掌握业务技能，学会处 理各种问题的

本领。苏 辉学会并熟练地掌握 了利改税和日常工作中

经常遇到的企 业留利的计 算方法，了解了有关主管部

门、企业的情况、反 映和要求，可以 解答企业单位提

出的一些业务问题，取得了 有关单位的信任。

谁说整天和 数字打交道枯燥无味。正如七个音符

可以谱 成变化无穷、美妙 动人的 乐曲一样，在苏辉看

来，十 个阿拉 伯数字也 充 满 了丰富 的内容。要知 道，

数字 能为人们提供清楚、准 确的信息，能反映各行各

业改革的成果。她说： “我们现在做的 工 作尽管是具

体的、琐碎的，我们 的岗位是平凡的、默默无闻的，

却同样与实现四 个现 代化的 大目标 息息相关。想到这

些，工 作起来就有 了 兴趣，有 了干劲。”

“顶 事了”这 是处长的 欣 慰，也是 对苏 辉的评

价。如 果说 第一步利改 税时，苏辉还 有师傅带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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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配 角的话，那 么 第二 步利改税时，就 不一样了。在

全国 利 改税工作汇报会上，由她和 另一位年轻同志汇

报北京市工 交 企业的测算方案；开 全市的利改 税专 业

会议 ，由她讲利改税 测算表的说明。

参加工 作刚刚一年 多的学生，何以 这么快 就能胜

任如 此重要的工作？处 长说： “我们是 有意识地培养

他们， 有意识 地往他们肩上压担子，因 为，青年在我们

处20多人中占 了三分之二 ，不靠他们靠谁呢。”苏辉说：

“这是压 出 来的。原 来有一位老同志 带我， 他走 了，

情况我比 较摸底，既 然担子压在我肩 上 了 ，只 能努力去

干。”自1984 年第二 步利改税工作 开 展 以 来， 苏 辉

和她 的同伴们又一次 投 入 了紧张的测算、核 定工 作。

有一个 月的时间，他们几乎没有休 息过一个星 期天，

而 每 个 星 期倒有 五天晚上加 班。财政部门素有清水

衙门之称。尽 管工作忙 ，没有奖金，但他们工 作仍很安

心。苏 辉说： “我学的是 财政 专业 ，干的是财政工 作，

专业对口 ，学有所 用 ，我真想好好干， 干出 点名 堂。”

1983年，苏辉以她 出 色的工作成 绩，被评为局先

进工 作者；1984年 7 月 1 日那天，苏辉 光荣地 加 入了

党组织，成为中共预 备党 员。若 问她对这些荣 誉 有什

么 想法，她会十分诚 恳地告诉你：“我觉得 压 力很 大”

我们处里的新同志、老同志都是 这样干的，有的 人比

我干得还好。”

或许就 是这个原 因，她结婚 一年 多了，且已近而

立之年，却丝 毫 没有要小孩 的意思。一方 面是她的爱人

在读研究生，她不愿分 散他的精力，影响 他的学业；另

一方 面 是她自己 觉得要学习的 东西很 多，虽 然在学校

学习四 年专 业理论知识，但知 识更 新的要求越 来越迫

切，参加工 作前觉得 很深奥的 理论，如 今觉得不够 用

了 ，甚至有 的已经过时了，亟需要 更新和补充。 “我

愿趁年轻的时候 多学些东西，多干些工作，至于那件

事 ，以 后 看 机会再 说吧。” 这就是 苏辉的打算。

（本刊记者  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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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 指出： “经

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

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既有现

代化的经济、技术知识、又

有革新精神、勇于创造、能

够开创新局面的经营管理人

才”。财政部门作为国家的

经营管理部门，尤其需要一

大批高级财经管理人才，才

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可

是，就当前全国财政系统人

才构成的情况来说，问题相

当突出：一是专门人才少，

仅占财税系统 职 工 总 数的

14.07 % ，而 其中 高学历层

次的专门人才更少， 只有29

名研究生，仅占职工总数的

0.074 % 。二是分布不合理，

部机关拥有的研究生占全国

财税系统研究生数的55% ，

大多数的省级机关都没有研

究生这一层次的人才。三是

专业面窄，不能形成合理的

人才结构．如英语，计算机技术和 法律专业 研究生都只

有一人。四是补充困难，这几年每年毕生的研究生，进

入财税系统的极少。这种情况与财政部门所承担的日

益繁重和复杂的经济管理任务是 极不适应的。因此，我

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一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快步

伐，培养更多的硕士、 博士研究生，造就一大批高级

财经 管理人才。

一、扩大研究生招生范围 ，力争多出人才。对有

实际经验的在职人员，各级领导要从培养人才的战略

目标出发，支持和鼓励有志者报考研究生.对特别优

秀的在校大学生，要允许提前报考。还要鼓励应届大

学毕业生报考研究生。

二、改革和完善研究 生招生制度，采取考试和推

荐相结合的方法。今年将在部属院 校若 干专业点进行

推荐少数优秀应届毕 业生免试入学的试点工作，同时

要做好部属院校 和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之间的生源调剂

工作。

三、广开学路，采取多种 渠道培养研究生。要尽

快建立硕士学位研究生自学考试、申请学位制度和博

士学位申请制度，以利于更多的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四、积极同非部属院校和其他研究生培养单位开

展委托 培养研 究生的工作 ，力争形 成合理的人才结

构。委托培养主要是法律、英语、计 算机应用、系统

工程、技术经济等专业的研究生。

另外，在毕业研究生的分配工作中，要处理好院

校和系统之间的关系，在保证院校师资的基础上，尽

量满足各级财政机关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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