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现实，什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建国、

艰苦奋斗，似乎在人们的心目中淡薄了，变得

“陈旧”了，这是多么大的误解和歪曲。
当然，我们搞四化建设，经验不足，难免

花点学费。但是象基建“一进大工地，脚踩人

民币” 的现象；“老厂吃不饱，新厂还在搞”

的现象；搞“三边”建设，边勘测、边设计、
边施工，结果是建了拆、拆了建，大 量的 人

力、物力、财力象流水一样，滔 然 而 去 的现

象，等等，难道能容忍吗？如果我们从全局出

发，慎重行事，心疼一下国家资金，这样的浪

费难道就不能避免，或者尽力减少吗？

浪费现象不仅出现在生产建设当中，也反

映在干部队伍里，腐蚀着人们的思想和作风。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绝大多数干部保持

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毛主席、周总理、朱

委员长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突出的

代表和光辉榜样。但是，也有极少数搞特殊化

的人，利用职权，滥用国家资金，请客送礼，
游山玩水，讲排场，摆阔气，搞楼堂馆所，修

建高级住宅。有的人甚至不惜以救灾款和物资

去修 “书记院”，不惜拆掉幼儿园、 动用大笔

公款去修建自己和儿女的安乐窝。这样极少数

同志，把几十年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

统几乎丢个精光，在这方面，实在有愧于党的

干部这个光荣称号，如果封建时代的生活清廉

的历史人物得知，大概也要向他们刮脸皮。妇

孺皆知的诸葛亮，身为天府之国的蜀国丞相，
官阶可谓不低；处置军国大事不亚萧、曹，才

能可谓不凡；出隆中二十七年帮助刘备安邦定

国，功劳可谓不浅。但是，诸葛亮生活清廉朴

素，唯有的财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

五顷”，（当时说来不算多）“随身衣食，悉 仰

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至死 “不使内

有余帛，外有赢财”。据陈寿撰写的《诸 葛 亮

传》记载：“及卒，如其所言。”又如唐朝理财家

刘晏，手握财政大权，然而不染铜臭，廉洁奉

公，生活俭朴。据《新唐书》记载：刘晏 “所

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

死后“簿录其家，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斗，人服

其廉”。某些封建阶级的历史人物尚能 做 到生

活简洁、一身清廉，而社会主义时代的干部，
难道不能以挥霍浪费为耻、“戒奢以 俭”吗？

民谚说得好：“只勤不俭，落个不懒；只俭

不勤，饿瘪嘴唇。”它生动、精辟地概括了二者

间的辩证关系。勤，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动因

素；没有辛勤的劳动，自然界虽然提供了可以

转化为人们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的条件，但

终究不能成为物质财富；因此也就 无从 提 到

俭。如果不注意节约，不该花的钱也花了出去，

诸如无效果的投资、挥霍浪费等，这就等于把

已取得的劳动果实无代价地消耗掉，岂不徒然

“落个不懒”！由此不难看出，勤和俭相辅 相

成，二者不可偏废。在目前，必须在发展生产、

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

神和作风，精打细算，节约和使用 好 每 一分

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简讯

陕西省财政系统业务技术比赛简况

陕西省财政局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举办了全省

财政系统的财政业务技术比赛，参加比赛的一百六

十九名代表都是由县、市逐级选拔出来的，其中四十

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七十一点四，女同志占十八点九。
在十四个比赛项目中，获得第一名的有六位是三十

岁以下的青年同志，在获奖的四十五人中有十六人

是青年同志。铜川市财政局的预算总会计王菊同志，
现年二十六岁。她以科目运用准确、帐面清晰整洁，
用时最少，获得记帐快、准、清第一名。安康建设银

行办事处的张晓红同志获得建行业务问答第一名。
延安市税务局朱振民同志获得填开税票第一名。通

过这次业务技术比赛，大大

推动广大干部积极钻 研业

务、勤学苦练的劲头。

（张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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