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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以 来，人民日报在头版《今

日谈》专栏里，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发表了许多精

辟短 小、议论风生的短文。针虽小，却一针见

血，对于当前开展增产节约，实现增产增收，
以 及树立艰苦创业的社会风尚，都是有益的。
这里特选编几篇，供参阅。同时，也希望广大

读者和作者能给本刊提供切中时弊的短文。

当官要“打”送礼的

有句老话：“当官不打送礼的”。我们共产党

的干部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当然，这种“打”

不是用棍棒，而是晓以道理，批评教育，乃至

必要的纪律处分。
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列宁给予擅自为他

提高工资的一名干部以警告处分。一九六〇年

暂时困难时期，某省委的同志给国务院送了一

些鱼。周恩来同志知道后，马上责成办公室人

员给这个省委去电话，好好批评了一顿。这里，
革命领袖的极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对“礼品”

不纳不收，而且对“送礼的”进行批评帮助。
有这样的先例，谁人还敢送礼上门？！这两件事

深刻反映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廉洁奉公，正身

驱邪的堂堂气质。
当前要加强党的建设，纠正不正之风。我

看，“当官”的自己先要作表率，以身作则，
“打送礼的”就不失为根除请客送礼之风的一

帖良方。  刘新如

四月四日

谁出“主意”谁付钱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节约非生产性

开支、反对浪费的通知中，有一条规定：召开

各种会议，或者接待上级机关和兄弟单位来的

领导人员，一律不得用公款宴请和送礼。违反

规定的，其费用开支不予报销，谁出“主意”

谁付钱。
最近，看到两个材料。某单位有两个干部

调动，请了一次客，看了一场电影。事后，党

的纪律检查机关批评了这件事。这个单位的负

责同志一面作了检讨，一面自己 付了全部开

支。还有一个地区，第一把手调动工作，领导

班子中有人提出要聚餐一次，以示欢送。新任

的第一把手同意了这件事，但说明不能用公款，
谁参加谁出一份钱。他出了自己的一份，也替

被欢送的那一位出了一份。
这两件事，受到人们的好评。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关键在于领导。各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带头坚

决执行各项规定。违反了规定，就按“谁出‘主

意’谁付钱”这一条办。这样，用公款请客送

礼之风就不难煞住。
芮 清

三月三十日

唱 功 和 做 功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高级干部生活待遇作

出若干规定以后，许多同志立即付之行动。据

一个材料反映，部队有一位高级干部，调到某

地就任新职。原来安排他住在离机关二十多公

里的一栋幽静小院，他不同意，提出给他安排

住房时注意三条：一、他要到机关参加集体办

公，住房不要远离机关营区；二、不要深宅大

院，三岗两哨，以便于接近群众；三、他家人

口不多，不要占那么多房子。
这也可算得在住房问题上的“约法三章”

吧。这个“约法三章”是从便于工作、便于接近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群众出发的，是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出

发的，值得称道。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对每一个遵纪守法、

不搞特殊化的实际行动，广大群众总是看在眼

里，赞在心里。而对于个别口 说 拥护中央规

定，却迟迟不见行动的干部，人们有一个评语：
“唱功不错，做功不行。”共产党人应当多做少

说，说了就做。光有“唱功”，没有“做功”，怎

么行呢？

文 哲

四月三日

生 财 有“道”

“生财有道”，越来越成为大家感兴趣的

话题。确实，只有掌握规律、摸准门道、广开

财路，企业才能办活，国家才能富强，人们才

会富足。
然而，我又想，这个“道”，不能仅仅理解为

“门道”之“道”，还应包括“道德”之“道”。
缺了后一个“道”，同样地不行。比如，加强经

济核算是一条开源节流之道，但有的人、有的

单位却借此机会巧立名目、变相涨价，甚至只

要有钱可赚，不惜以邻为壑。这就很不是道了。
我们提倡的是共同富裕即共同生财之道，需要

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而上述生

财之道，或是开了个人之道，堵了他人之道；

或是开了本单位之小道、堵了国家之大道，实

在要不得。
其实，不讲社会主义生活 准则和道德的

“生财有道”，可以生财于一时，必然失财于

长远。那些只讲“生财”而不讲社会主义之道

的人，应该引起注意。
司徒伟智

三月二十八日

一等工作与三等奖金

创一等工作，拿一等奖金，应该说是情理

中事。但是，创一等工作，拿三等奖金，是否

就不合情理了呢？

在邯郸机务段就有这样一个事例：北京铁

路局先进生产者、邯郸市劳动模范杨万顺，干

工作争挑重担，评奖时却总要三等。有人对他

说：“你干活多，贡献大，就应该多拿奖金。”他
回答说：“我是个共产党员，就应该发扬党的吃

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光荣传统。我赞成多劳多

得，但是我更主张发扬共产主义精神”。
杨万顺同志回答得好，好就好在他时时想

着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国家的主人。作为一个

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首先应该有主人翁的精神

风貌，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应该具备 多做工

作、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品质。那种“干多少

活，要多少钱”、“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的雇

佣思想，是应当摈弃的。只讲“按劳分配”，不

首先讲“各尽所能”，自然也是对社会主义分配

原则的一种曲解。
这里并不是鼓吹“干好干坏一个样”，而是

讲劳动者应有的态度。作为领导者，就不能总

让高风格的人吃亏。然而，这种社会主义劳动

态度和共产主义风格，却应在 群众中大力提

倡。  杨柳榭

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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