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财政战线上
税 务 干 部 的 正 气 歌

边 吉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

安徽省当涂县黄山 税务所专管员熊天武同

志，发现 自 己管辖的一个 社队 汽车修配厂 没有

纳税，便向他们 宣传税收政策。几 天 后，该厂邀

请小 熊到饭馆去吃饭，熊天武同志拒 绝了，并

向所长作了 汇报。没隔 几 天，这个厂 又通过小

熊的邻居请他吃饭，小 熊进门看见该厂的 负责

人在场，没有吃这顿饭。邻居对他说：“这是

人家看得起你呀！”小 熊回 答说：“这恰好是

他们 看不起我，把我们 当作什么人了。我们是

堂堂正 正的人，我们 不搞不正之 风。”第二天，

他依法征收 了这个厂的应纳税款。

1981年 6 月的一天，广东省廉江县石 角公

社一个社 员，拿着应纳200多元税款的收 购 票

到石 角税所开完税证。当他发现 办公 室只有高

承有同志一人时，便将收 购票和预先准备好的

100元现金递给高承有，要求他不用开完税证，
只盖一个查验戳就 行 了。高承有同志听对方的

口 气，知道他是想用钱来收 买自 己，从中偷 漏

税款。于是，斩钉截铁地对这位社 员说：“你

这是干什么？想收买税务人员偷漏税款吗？”

高承有同志严厉地批评了此人的错误行为，将

钱还给对方，按规定收 清了税款。

按政策办，东西你拿回去

浙江省东阳县樟村服装厂驻祁门门市部应

某等人，自开业以 来，超越工商管理部门批准

的临时从事加工的业务范围，私购原料，生产

并销售服装。在营业期间，采取分联填写，开大

头小 尾发票和销货不开发票、不记帐 等手段偷

税 漏税。问题被发现 后，应某手提中长纤维男

裤和麦乳精、花生等物，来到城关 税 务 所 所

长、共产党员翟青林同志家，一进门就嘻皮笑

脸地说：“这裤子送给你穿吧，我们的事情还

请你帮帮忙。”翟青林见来者不善，毫不犹豫

地回 答：“帮帮忙可以，按政策办事，东西你

拿回 去。”应某接着又说：“这是点小意思，
过两天再给你送上 件呢 制服，交税问题还请你

照顾照顾……。”翟青林再次向他宣传税收政

策，并对他腐蚀干部的行为进行 了严厉的批评。
要他按税法规定交纳税款。

我姓共，叫共产党员

辽宁彰武县税务专管员、共产党员刘克俭

同志，去年端午节在集市征税，晚上回 家后，
爱人告诉他，“你求别人买的八十个 鸡 蛋 捎 来

了”。刘一听很纳闷，他根本没求人买蛋。细

问后才知道是前几天 在市场倒卖黄烟的范某送

来的。以 往范倒卖的黄烟虽然都已 依 法 征 了

税，但范想继续倒卖，并逃避税收，遂送蛋行

贿。刘即叫亲属将范叫来，当面对范某进行了

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令范某将蛋立即拿走。
一天，从河北省来了两个人，在市场上 卖

人造革背兜。中午，强拉硬拖地要请刘克俭 同

志到饭馆吃饭，被刘拒绝。那两人一计未成，

又生一计，硬要按两元一个（销价四 元）卖给

刘两个背兜，又被拒绝。刘克俭同志并警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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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了他们的销货手续，发现他俩在“外埠销

货单”上涂改了数量，是明显的偷税行为。经

教育，当即补征了临商税140元。
又一次，刘克俭同志在处理一个二茬贩子

转手倒卖黄烟的案件时，这个人小 声地说：“你

不是刘克俭吗！咱俩是一 家 子，桃 不 好，杏

（姓）好哇，你就高抬贵手吧！”还絮絮叨叨

说了不少“求情”的话。刘克俭确实有这么个

一家子，但他想的是党的政策，党性原则，就

坚定地对这个商贩说：“别 罗嗦了，我姓共，
叫共产党员，赶紧补税。”那个人一听没办法，

只好如数补交了税款。

在财政战线上
救人不留名的

税务局长

韩 本 良

去年冬天，河南省夏邑县青年工人王聚财

正 在浴池洗澡，突然感到心慌 气 促，头 昏 眼

花，就急忙出来，刚刚爬上浴池台阶还没站稳，

就 失去了知 觉，一头晕倒在澡塘里。这时正在

池中洗澡的一位老同志看到此情，马上跑过去

把小王从水里扶起来，并且吃力地把他移到外

间，让他躺在睡床上，然后又 用浴 巾给小 王擦

去身上的水和额上的虚汗，把自己的棉衣轻轻

地盖在小 王身上……小 王苏醒过来后，看到站

在自己床前的是一位 累得气喘 吁 吁，双 鬂 花

白，素不相识的老同志时，立即明白 了刚才发

生的一切，他的眼睛湿润了，紧紧握住这位老

同志的手说：“谢谢您，我的好伯父！”当小

王要这位老同志留下地址和姓名时，老同志和

霭地笑着说：“小伙子，不要问这个了，只要

你醒过来，我也就放心了。”

后来，小 王到处打听，才知道那位救人不

留名的老同志原来是夏邑县税务局副局长何万

箱同志。

在财政战线上
坚持原则  不徇私情
——记山西省劳模王知侠的二、三事

王运师  张子龙

这里说的 是，山 西 省 夏县 大 庙公社税务所

专管员王知 侠同志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严格

执行国家税收政策的几件事。

给十台缝纫机我也不干违法的事

去年四 月，姚村有个社员，从河南买回200

台缝纫机，卖给大庙供销社，从中 牟 利 近 千

元。王知 侠同志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到供销社

查账落实，供销社已付过款 了。当晚他就按国

家规定扣了那个社员400元税款。那位社 员就

请供销社一位领导找知 侠同志说情，并许给一

台缝纫机。知 侠同志气愤地说：“你就是给十

台缝纫机，我也不干违反政策的事。”坚持按

规定扣了款。
事后不久，又 有几个人合伙从保定市贩回

1，800条麻袋，并借用供销社的资金、帐户倒卖。
知侠发觉后，找供销社 负责人明确指出：这是

支持投机倒把的行为。供销社领导见知 侠坚持

原则，只好将麻袋收 归供销社所有，并补交税

金110多元。

执行政策不分里和外

去年11月，王知 侠同志的姨夫在集市上买

了 两头牲口，没有交纳牲畜交易税。王知侠听

说 后，就到姨夫家详细向老人讲了税收在国家

建设中的作用，他姨夫明白道理后，主动按规

定交了税。一次，本村学校里杀 了一头猪，他

就向在该校当会计的爱人收 了 两元的屠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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