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

突 出 政 治 是 做 好 稅 收 工 作 的 根 本

河南省范县稅务局，三月下旬组织全体

稅务干部进行了一次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題的

大辯论。通过辯论，摆出了眞实问題，挖出

了根子，划清了是非界限，大大提高了干部

对突出政治的认识。

差不多还是差得远

辯论一开始，就遇到一个思想障碍。认

为一九六五年突出政治已喊了一年，也做了

不少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再提还是那样。
这种思想領导上有，同志们也有，针对这个

问題展开了辯论。在辯论中有三种看法：一

种认为，政治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该喊业

务了。理由是去年普遍学习了毛主席著作，
抓了活思想，服务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成绩不

小，稅收任务月月超额完成。另一种认为，

突出政治已基本差不多了，今年再提突出政

治，別喊那么响亮了，要喊，政治与业务同

喊。理由是，全县有十个稅务所为区的先进

单位，三个稅务所出席了专区学习毛主席著

作积极分子大会，一个还出席省工交、財贸

大会，政治工作成绩不小了。第三种看法是，
政治工作还差得很远，不但现在喊，将来更

得喊，不但现在要做好，将来更得要做好。
理由是，我们的稅收工作是为无产阶级政治

服务的，政治就是阶级斗爭，要做好工作就

得突出政治。如果沒有毛泽东思想挂帅，我

们收稅的目的就不会明确，即使收了稅，也

会出现不良效果。虽然过去我们做了不少政

治思想工作，也取得了成绩，但是，我们的

工作还沒有眞正做到家。突出表现在：政治

思想工作还很薄弱，政治工作的位置还沒有

完全摆正、坐稳，对人的思想革命化抓的还

不够，不问政治，单纯业务覌点的习惯势力

还比较严重。骄傲自滿，固步自封，安于现

状，怕艰苦，不深入，在部分干部，特別是

有些領导干部当中还相当突出。有一个稅务

所长不願做稅收工作，一再要求调出稅务部

门。这能说政治工作完全做好了吗？经过大

家反复辯论，最后的结论是，政治工作不是

差不多了，而是差得远。

搞好业务就算突出政治了嗎

这个问題在辯论中，是一个主要问題。
有的说：“突出政治的目的是搞好业务，业务

搞好了，自然政治就好，业务搞不好，就是

政治搞得再好，也不好向領导交待。”也有的

说：“政治沒指标，业务有指标，政治是保证

指标完成的，如果业务指标完不成，不成了

空喊政治吗？”多数同志反对上述两种论点。
濮城稅务所所长王宪义同志举例说：“一九六

四年以 前，我所有八个人，任务也能完成，
但因沒有突出政治，沒抓活思想，毛泽东思

想沒有挂帅，干部不团结，有的干部好吃好

喝，有的工作消极，有的专管员不讲究工作

方法，完成收入指标就算百事大吉，对群众

态度不好，群众见了稅干躱着走。我们戴着

老落后的帽子。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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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突出了政治，大学了毛主席著作，虽然人

员减少了一半，但是干部的革命精神振奋起

来了，转变了工作作风，深入了实际，团结

了群众，支援了生产，党委表 扬，群 众 拥

护，任务月月超额完成，一九六五年被评为

出席专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先进单位

代表。如果不是突出政治，这些成绩是怎样

来的呢？”有一位同志发言说：“指标如果完不

成，政治工作好，以什么来考核呢？”龙王庄

稅务所所长张庆林同志说：“应以 人的思想觉

悟高低决定，突出政治要出物质的成果，但

更重要的是要出精神的成果。也就是说，把

我们稅务干部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染红，

在脑子里扎根，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
永不变质，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如果咱县

稅务部门出几个焦裕禄式的干部，这不是更

大的成果吗？指标就是完不成，也是暂时的。
事在人为，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干一辈子稅

务工作，什么奇迹也会创造出来的。一九六

五年三月份，县局提出支援农业生产，人人

背粪筐，开始我所四人，三人不通，经过学

习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我们党和国家

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

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

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敎

条主义。’思想解决了，人人背起了粪筐，一

年积肥四万六千多斤，无偿地交给了生产队，
深受群众的欢迎，他们说我们是老八路，见

了我们老早就打招呼，一年当中护稅和自动

纳稅一万二千多元。”县局政治处巩子章同志

发言说：“一九六三年濮城稅务所一名干部，

因征稅沒很好向群众宣传政策，征稅后，群

众向上级告稅务所，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

主要是沒有政治挂帅，征稅的目的不明确，

就是给国家收了錢，又有什么用呢？”经过反

复辯论，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是：不突出政

治，业务不会搞好，即使完成任务，也是一

时的。因此，只有突出政治，才会出现好成

果。

稅票上有沒有政治

稅票是稅务干部收稅的一个凭证，很多

同志认为，它的唯一作用就是记载收了多少

錢，与政治毫不相干。理由 是：稅 票 是 张

纸，政治是做人的工作，稅票是个死物，它

与政治沒联系。也有一部分同志认为这样说

不对，理由是：稅票是张纸，是收稅的依据，
但问題是谁用它。我们开出的稅票，稅票上

收的錢，都是按党的政策办事的，如果写得

正确，群众就会拥护，反之，群众就有意见，

就会影响党群关系。过去国民党 的 稅 务 人

员，张口是法，敲诈勒索，群众骂他们是稅

狗子。现在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領导下的稅务

干部，是党的政策具体执行者，是按法令办

事的，把政策交给群众，稅票一 到 群 众 手

里，他们就会知道执行得对不对。所以 说群

众的拥护，就是最大的政治。有一位同志说：

今年三月一日，龙王庄稅务所一位专管员，
征错了邢楼一位社员的工商统一稅，稅票上

多收了二分錢。开始有的同志认 为 这 是 小

事，不願退还群众，可是张庆林所长认为这

是大事，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上级指示，

开展了一次小辯论，大家思想明亮了，由征

错的同志，主动跑十余里将錢退给了社员，
还向这位社员道了歉。这位社员感动地说：
“只有在党和毛主席的領导下，才会出 现 这

样的事情。”在場的一位老大爷说：“过去旧社

会稅官老爷来逼款要粮，拿不起挨打受气。现
在多征二分錢还专为送来，眞是新旧社会两

个天下。”从这个事上看，还不是有政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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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辯论，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政

治与业务如何摆正关系是思想上的两条道路

斗爭问題，是阶级斗爭在稅收战线上的思想

反映。只有政治统帅业务，才能出好的效果，

只有把政治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才能

使稅务干部思想革命化，才能把工作做活，

做好。
（中共范县稅务局政治处整理）

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
抱 着 “小 帐” 算 不 通

楊 凱堂武汉市稅务局青山分局

人民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

是，如何“取之于民”？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认

识和做法。一种是忽视政治，单纯为了完成

任务而收稅；另一种是突出政治，按照毛主

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为革命、

为人民而收稅。
过去，我们在单纯任务覌点的指导下，

整天抱着一本“小帐”，在稅收工作中很少考

虑全局，关心生产，一出稅局门，就到企业

財会室。我们到企业去了，沒有考虑到应该

帮助企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来增加国家財

政收入，首先关心的是查出几个问題来，多

收点稅。处处表现“我”字領先，“管”字 当

头，整天的工作就是查帐、算帐、收錢。有

时弄得企业領导和財会人员很伤脑筋，对我

们意见不少。我们听到意见，不仅不检查自

己，反而责备企业“有本位主义思想”，认为

稅务部门是监督部门，是“得罪人”的工作，

与企业是有矛盾的，别人对我们 有 意 见 是

“正常的”，殊不知这正是由于我们的单纯任

务覌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市委召开了两次財贸政治工作会议，强

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突出政治，做好財

贸工作。这两次会议对我们的启 发 敎 育 很

大。我们带着稅局与企业关系紧张的问題，

反复学习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抗日时

期的经济问題和財政问題》、《开展根据地的

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等文章。毛 主

席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

工作和財政工作的总方针。”“县区党政工作

人员在財政经济问題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

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

精力从农民取得稅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

后者便轻而易举。”从毛主席的敎导中，使我

们认识到征纳关系紧张是问題的现象，政治

与业务的位置沒有摆正才是问題的本质。我

们全局干部从上到下都本着自我 革 命 的 精

神，批判了单纯的任务覌点。紧接着，我们

又组织了在武钢工作的稅务干部，先后参加

了“六顶一”（即六名干部轮流顶一名生 产 工

人的生产岗位）的顶班劳动。在服务生产，方

便群众方面作了一些工作，如发现大型轧钢

厂由于钢材调运困难影响到生产的时候，我

们就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取得有关

部门的支持，及时加强了调运工作，沒有使

生产受到影响。在稅务管理上，我们配合武

钢清产核资办公室，一块一块地丈量落实了

整个公司的房屋土地，旣有利于公司加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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