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财政战线上

成

才

的
「

诀

窍
」

在

哪

里
？

—
—
访
天
津
市
劳
动
模
范
古
泰
同

志

本
刊
记
者

社会主义祖国为人们的成长创造了比过去任何社

会都优越的条件，然而为什么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却是

那样悬殊？是天分吗？恐怕不是。是机会吗？恐怕更不

是。那么究竟是什么呢？从天津市劳

动模范——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天津市

分行工程师古泰同志的事迹中也许能

得到一些启示，找到一些“诀窍”。

“干吗工作都得专心 学”

论天分，古泰同志不是什么“神

童”，也不是“灵敏型”、“活泼型”

的人物。他象旧社会过来的许许多多

的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念了私塾

读小学，读了小学上初中。在这九年

的学习时间里，古泰同志只是以一般

的成绩循序而进，完成着自己的 学

业。
那么，他的“诀窍”在哪里？用

他的话来说：“干吗工作都 得 专心

学”。是的，人非生而知之，而是学

而知之。一个人只要有了专心学习的

精神，哪有攻不破的科学堡垒，掌握

不了的专业知识。解放初期，古泰同

志在一家私人营造厂当会计，除了学

习会计专业知识外，还自学看图，以

后又到制图学校业余学习制图，正是

由于他的这种专心好学的精神，才使

他1952年投考交通银行技术员时金榜

题名。
当了技术员，责任更重了，要求

更高了，需要学习的东西更多了，古

泰同志的学习也就更加勤奋 和刻苦

了，他参加了天津业余建筑工程大学

学习。一个只读过两年初中的人，要

学习机电学和结构力学，要学习微积

分和房屋构造，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古

泰同志以其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学习精神坚持下来了，

寒来暑往，从未间断，面壁五年，终于以中上的成绩获

得了毕业证书。

不断探寻 不断进击

人类在探寻中前进，社会在探寻中进步。每个人对

社会贡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是否敢于逾越常规，不断探寻和不

断进击。古泰同志是搞工程预算审查

工作的，工程定额、取费标准和材料

预算价格国家和地方都有统一规定，
如果按常规办事，只要把单位上报的

工程预算分别与统一规定的定额标准

加以对照即可完成任务。然而，古泰

同志并不满足这样作，而是根据建筑

设计结构的变化，施工技术的发展，
新型材料的使用，劳动生 产率 的提

高，不断对建筑工程定额、取费标准

和材料预算价格提出修订意见。古泰

同志于1957、1959、1965、1974年曾

四次参加过天津市工程预算定额、取

费标准和材料预算价格的编制和修订

工作。每次都根据自己的调查材料和

研究成果提出合理化建议，基本都得

到采纳。
1957年编制材料预算价格时，对

地方材料（砂、石、白灰）的运距以

及厂取（从物资供应部门的材料厂取

材料）、直调（直接从材料专用线到

达处取材料，不经过物资供应部门材

料厂这个中转环节）价格争执很大，

古泰同志根据自己的调查和研究，建

议按照厂取、直调的实际供应比重加

权平均确定供应价格，使 每立 方米

砂、石料的价格降低了一元，如果按

照100万平方米建筑工程使用的砂、石

料量计算，即可为国家节约投资50多

万元。
1965 年修改工程预算定额时，古泰同志考虑到当

时的“外搭脚手架” 已经普遍改为 “挂脚手架”，于

是建议将“挂脚手架” 纳入工程定额，对原定额标准

进行调整。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使新定额的脚手架费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用水平比原定额降低了20%。此外，在脚手架费用的计

算方法上，古泰同志建议以不同建筑的结构和高度分别

按建筑面积计算脚手架费用，简化了手续。

1974年编制新的预算定额时，古泰同志根据自己的

反复测算，对基础工程设计“满堂红”模板用量提出了

减少的建议，当时，施工企业不甚同意，但由于古泰同

志掌握了变化了的情况，以基础混凝土量大、模板用量

相应减少的事实加以说明，使施工企业心悦诚服，同意

将“满堂红”基础每立方米混凝土模 板摊销量由原来

的0.067立方米改为0.0021—0.012立方米。
1980年，古泰同志又向虞福京副市长汇报了需要修

改的12项定额和取费标准，虞副市长完全同意，指示市

建委通知执行。
古泰同志就是这样在平凡的工作中不断探寻，不断

进击，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在不断

探寻和进击中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从一个知识的阶

梯进到另一个阶梯。

尊重事实 服从真理

一个实际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一个科学工作者在

研究工作中，往往会遇到尖锐对立的意见。对于这种情

况，应该怎样处理呢？古泰同志的作法是：尊重事实，

服从真理。
1978年，古泰同志参加天津市建委会审市政工程预

算定额时，原曾规定机运土方增加亏吨20%，砂石增加

亏吨 5 %，白灰增加亏吨15%，并且将此亏吨数转嫁给

建设单位负担。古泰同志以客观事实作根据，指出亏吨

是个管理问题，因为验收制度不严、管理不善而造成的

亏吨，不应该转嫁给建设单位，应该从改善企业管理、
加强验收制度入手，减少亏吨。古泰同志的观点开始有

人不同意，但他据理力争，终于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

取消了这个规定，降低了造价。
1980年，国家规定施工企业按照预算成本增加法定

利润和技术装备费5.5%，施工部门提出由外地采购的

高价材料差价也应计取法定利润和技术装备费。古泰同

志认为，这种作法是不合理的，不能这样办。反映给总

行后，总行同意古泰同志的意见。市建委根据总行的意

见，做出了外地高价材料差价不计取上述两项费用的决

定。全市按照 5 亿元的建筑安装工作量和每平方米建筑

造价中高价材料的差价平均计取0.4% 计算，一年可节

约投资200万元。
这是不是说古泰同志就一贯正确呢？不，不是的。

古话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圣贤”

也是有“过”的。何况在现实工作中还有许多未被认识

的必然呢！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实践也证明，古泰同

志提出的某些建议，有的没被采纳，有的作了修正。例

如，1980年增加职工副食品补贴和部分职工调整工资

后，施工企业提出应相应地调整预算定额的人工费用。
古泰同志认为，天津市建筑业实际平均工资低于定额人

工工资，为了节约投资，可以不再调增。经过反复研究，

考虑到施工企业女工多，工资水平低的特点，决定将原

来的定额人工工资由每工日2.15元调增到2.268元。对

于这种符合实际情况的修订，古泰同志也 是乐于服从

的。至于日常工作中拿不准的问题，他都及时向同行们

请教，谁说得对就按谁的办。正是由于古泰同志这种尊

重事实、虚心好学、服从真理的优良品德，使他对国家

的贡献越来越大，知识面也越来越宽。如今，他既懂工

程结构，也懂材料性能；既懂工程技术，也懂建筑经济；

既懂设计，也懂施工。难怪天津市建委负责同志称赞

道，古泰同志的专业知识比较全面，在同行业里是为数

不多的。古泰同志1978、1979两年连续被评为天津市建

设银行系统和财政系统的先进工作者，1980年被评为天

津市劳动模范。经过考核，于1980年晋升为工程师。真

可谓双喜临门。当我们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深情地说：
“这全是党的培养。没有党就没有我古泰，更没有我的

今天。”是的，没有党，一个因经济困难而中途辍学的

人哪能成为工程师呢！一个没有地位的旧银号的练习生

哪能当上受人尊敬的劳动模范呢！但是，我们认为，党

为每个人的成长提供的条件都是优越的，而古泰同志进

步快，贡献大，则与他自己的刻苦学习、不断探寻、不

断进击、尊重事实、服从真理是分不开的。如果有人要

问成才的“诀窍”在哪里，这是不是可以做为答案呢？！

在财政战线上查漏税户的能手

——记上海徐汇区税务

专管员葛德馨

林志平  杜棣华

上海市徐汇区第二税务所专管员葛德馨同志是一

位从事了三十年税务工作的老同志。1979年起负责徐汇

地区43个行政事业单位的税收工作。他患有较严重的高

血压病，医生要他全天休息，但他经常坚持半天上班，

有时全天工作。一年多来，他和另一位同志合作，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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