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毛主席的好学生
——
焦裕祿同志学习

焦 裕 禄同 志 是 我 們的 好 領导

兰考县财政局局长  ★张 玉合★  副局长  ★张 敬 芝★

我们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怀念焦裕禄同

志。焦裕禄同志对財政工作十分重视。有了

困难，有了问題，只要向他反映，他就给解

决。只要向他汇报，他就有指示。因此，我

们在工作上，方向明，干劲大，心情舒畅。
回忆焦裕禄同志生前对我们工作的关怀

和支持，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焦裕禄同志

虽然和我们永別了，但是他的革命精神还活

着，他对我们工作的许多指示，我们将永远

铭记在心里。

“要把财政管好”

我们兰考县是个老灾县，前几年，由于

连续几年灾情严重，財政收支紧张，日子不

好过。要改变这种情况，最根本的是要制伏

内涝、风沙、盐碱三大害，把生产搞上去。
焦裕禄同志以忘我的精神，集中力量抓根除

三大害以外，对財政工作 也 很 关 心。有一

次，我们把財政收支情况向焦 裕 禄 同 志汇

报，他给我们作了明确的指示：“要把 財 政

管好。在收入上，该收的不拘多少，都要收

回来；在支出上，要保证急需和重点，要看

需要和不需要，急需和不急需，该减的就要

减，有问題再来汇报。”我们把焦裕禄同志的

指示，向全局干部作了传达，进行了讨论，

大家都认为这一指示十分明确，使我们有了

工作方向。焦裕禄同志不但给我们原则的指

示，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给了我们很大支

持。有一次县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提出了一

个修整县委房屋的计划，要花两千多元。我

们觉得有些项目不符合焦裕禄同志指示的精

神，就去向他反映。焦裕禄 同 志 听 了说：
“咱们是个灾县，办一切事情都 应该‘省’字

当头，除了漏雨的要修理外，其他现在不要

办。”结果只花了几百元，对漏雨的房子作了

一些小修补。
一九六三年全县受灾，秋季公粮任务有

一部分生产队确实完不成，县里也分配了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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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指标，但是公粮入库进度仍然很缓慢。有

的公社財政助理员认为减免指标小，完成任

务有困难。我们把情况向焦裕禄同志作了汇

报，他说：“现在主要是吃透情况，摸 清 底

子，该减多少减多少，特别注意减免合理，

同时，该入库的要入库，一点也不能少。”这
样，我们的思想便清亮起来，立刻组织了工

作组，协同財政助理员，到 生 产 队 调查研

究，按照政策，该减免的给予减免，该入库

的督促入库。结果，减免指标沒有增加，公

粮征收任务顺利完成了，正确处理了国家、

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在征收公粮这件事

情上，焦裕禄同志给我们的教育很深，使我

们深刻地体会到，做任何工作，只有把情况

吃透，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政策，胜利完成

任务。

“在胜利面前找缺点，
在困难面前找出路”

“在胜利面前找缺点，在困难面 前 找出

路”。焦裕禄同志经常用这句话教导 我 们，

他认为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待困难

和成绩必须持有的态度。我县曾由于灾情严

重，各方面的困难很多，財政收入连续几年

沒有完成任务。一九六四年初，焦裕禄同志

向我们指示：“前几年，我 们 县財 政 情 况

不好，拉了国家的后腿，这是一 件 痛 心 的

事，今年情况好转了，可不能再这样了。”我
们向焦裕禄同志作了保证，尽一切努力爭取

做到收大于支。可是，这一 年 的 九、十 月

间 ，我们把预算收支情况详细算了一笔帐，

发现到年底收入有可能少收，支出有可能超

过，县级財政又有可能出现“赤”字。这时，

我们想起焦裕祿同志生前对我们的指示，感

到很惭愧，于是组织全局同志学习焦裕祿同

志的指示，针对工作中的问題进行了硏究。

经过学习讨论，一致认为，平衡收支是完全

可能的。大家表示，一定要以 焦裕祿同志敎

育我们的“在困难面前找出路”的顽强精神，

来实现焦裕祿同志生前对我们的期望。九、

十月间，是財政部门工作最忙的时候，我们

抽调了十三个同志，组成三个工作组，分别

深入到企业，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各行政和

事业单位，组织收入，清理 闲 散 资 金和物

资，同时，压缩一切可能压缩的开支。经过

两个多月的努力，年终收支相抵，结余二十

三万元，实现了焦裕祿同志的愿望。
在一九六四年工作的基础上，一九六五

年我们进一步采取了一些措施，財政预算执

行的结果，仍然收大于支，结 余 四 十 四万

元。虽然財政收支连续两年有了结余，工作

上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绝不满足于已

有的成绩，我们时刻记着焦裕 祿 同 志 所说

的：“在胜利面前找缺点”。最近，我们组织

全局同志检查了一年来的工作，大家认为我

们在支援农业生产、企业財务管理、公费医

疗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題，同先进

地区比较起来，还有不小的差距。经过讨论，

为今后进一步做好工作，明确了方向，提出

了新的任务。

“在任何时候、办任何事情，

都不能大手大脚”

“我们是灾区，灾区的干部，办 事 要象

个灾区的样子。”
“我们是个穷县，在任何时候，办 任 何

事情，都不能大手大脚。”
这是焦裕祿同志敎育全县干部坚持勤俭

节约，经常讲的话，也是我县財政工作的一

个指导思想。
焦裕祿同志对我们管財政的干部，在勤

俭节约方面有着更严格的要求，他常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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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兰考面貌，各行各业都得支援，財政更

得出力。財政部门要坚持原则，事事从俭，

把錢花好，为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而

积累资金，一定不能大手大脚。如果你们大

手大脚，那你们就把不住支出口子了。”
根据焦裕祿同志的指示，我们在节约支

出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节约了不少可以节

约的开支。例如，县委需要修建 两 间 汽 车

房，如果全用新材料，要花两千二百元。后

来利用旧料修建，只花了一百余元。要节约

支出，就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当我们

在工作中遇到难題的时候，焦裕祿同志总是

积极支持我们，幷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具体

问題。有一次，县人委主管財政的一位负责

同志，提出给县委、县人委招待室购置二十

条缎子被，四十条棉被。我们认为不符合焦

裕祿同志的指示，被子可以 不用缎子做，就

去向焦裕祿同志反映，他说：“我们是灾县，

盖缎子被太不像样，减了吧，客人来了不会

嫌我们的被子不好的。”当时我们对他说，这

件事我们不好作主，焦裕祿同志 说：“你 们

不用管了，交给我妥啦。”结果只做了一部分

棉被，沒有做缎子被。焦裕祿同志能够体谅

下级的难处，帮助下级解决具体问題的領导

作风，使我们很受感动。
焦裕祿同志把坚持勤俭，反对浪费，看

作政治问題，看作阶级斗爭的反映。一九六

三年，我们进行了一次財政检查，发现了一

些问題，焦裕祿同志从检查出来的问題中，

给我们总结经验敎训。他说：“做財 政 工作

的同志，应当站在阶级斗爭的前列。”焦裕祿

同志的指示，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做好財

政工作，对于促进勤俭节约，对 于 兴 无 灭

资，防修反修，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将

永远遵循焦裕祿同志的指示，站在阶级斗爭

的前列。

焦裕祿同志经常下农村，他每次下乡，

总是在自行车后边带个铺盖卷。有的人对他

说带铺盖麻烦，他说：“自己麻烦点， 就 可

以 不给人家找麻烦。”在他的带动下，县里各

单位的同志都是自带铺盖下乡。县里的同志

下乡自带铺盖，社队的同志到县里来开会也

是自带铺盖。县属各部门召开的各种专业会

议，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般的都 是 把 铺 盖带

去，住在机关办公室，吃在机关食堂，不开

支会议费。日久天长，大家就都习以 为常，
不但不觉得麻烦，而且还把它誉 之 为“焦裕

祿作风”。

“支援农业各行各业都有責任，
财政部門的担子更重”

前几年，国家每年都给我们一笔支援穷

队投资，如何有效地使用这笔款，我们缺少

办法，常常是用“撒胡椒面”的 办 法 分 配出

去，效果虽然也有一些，但是还不能帮助穷

队彻底翻身。有一次，我们向焦裕祿同志汇

报工作时，他要我们取消撒胡椒面的作法，

幷作了明确的详细的指示，他 说：“支 援穷

队投资要本着穷、硬、明、纯、快五个字来

办。穷，就是连年遭灾，底 子 特 別 空，牲

畜、农具缺乏，生产有困难，財政干部不要

忘记这一点；硬，就是不怕困难，人穷志不

穷，有硬骨头精神，有革命的干劲，有克服

困难的毅力；明，就是正确执行上级指示，

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明，贯彻依靠集体，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纯，就是贫下中

农占绝对优势，对敌专政有力，生产队干部

成份好、作风好，和群众同甘共苦；快，就

是一拉就起来，一季站住脚，一年能翻身。”
焦裕祿同志的这个指示，使我们的头脑一下

淸醒起来了，立刻感到有了方向，有了办法。
我们向局里的同志传达焦裕祿同志的这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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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大家都赞不绝口：“好好，就是好，多明

确，多具体，我们的焦书记对问題想的就是

深、就是细，这回我们可有了方向了，有了

办法了！”

焦裕祿同志关于使用支 援 穷 队 投资的

五个字，在財政局的干部中，深入人心。不

管问那个，不拿本本，就能说出来。我们用

这五个字，调动了生产队自力 更 生 的 积极

性，发挥了支援穷队投资的效果。一九六三

年重点扶持的四十个生产队，在党的領导下，

经过社员的艰苦奋战，粮食由自足变有余的

有五个队，由缺变余的有十四个队，由缺变

自足的有十个队，由缺的多变缺的少的有十

一个队。这个事实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焦

裕祿同志指示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但

体现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而且贯彻了集

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
改变兰考面貌，农业是一个主要问題。

焦裕祿同志常对我们说：“支援农业，各 行

各业都有责任，財政部门的担子更重。”前几

年，除了国家拨给的支农投资以 外，因为县

財政情况不好，自己拿不出錢来支援农业。
近两年，由于整个兰考面貌发生了变化，財

政收支有了结余，我们已能自己拿出錢来支

援农业。一九六四年財政结余资金二十三万

元，用于支援农业的资金十七万元，这笔錢

当年就取得了经济效果。如用于改造盐碱地

十五万八千元，挖台田两万四千一百亩，当

年就有收成的有一万八千一百一十九亩。全

县被扶持的三百零五个生产队，与一九六四

年相比，集体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拿

韩村生产队来说，村周围是一片沙碱荒地，
是历史上的老穷队，老缺 粮 队，群 众 说：

“上三辈子都吃外地粮”。一九六五年財政上

给他们补助台田粮（治理碱地专用）四千五百

斤，款七百七十五元，挖了台 田 一百 一十

亩，这一年收获了高粱、豆子等两万九千零

二十斤。这个队一九六五年的粮食总产量为

五万二千八百三十四斤，比上年增长二点六

九倍，不但留足了口粮、饲料、种籽，而且

还留了一千零八十斤儲备粮。社员们高兴地

说：“穷村变富村，沙碱变成金，低 产 变高

产，扎下后代幸福根”。
发展农业生产是当前全党全民的一项中

心任务，也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的方针，为

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这一方针，促进农业

生产的发展，实现焦裕祿同志 生 前 提 出的

“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的愿望，县

委已经决定，再从一九六五年財政结余中拿

出二十万元，用于支援农业生产。我们一定

要管好、用好这笔款，使它在农业生产中发

挥更大作用。

怀念他，学习他

焦裕祿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两年了，他那

种革命乐覌主义的精神，艰苦奋斗的工作作

风，他那和蔼的面容，谆谆的教导，还象电

影一样一幕幕地在我们眼前闪过。
焦裕祿同志离开了我们，我们很悲痛，

悲痛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領导。我们也很

惭愧，惭愧的是这两年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

够好，沒有像他要求的那样做好工作。
我们决心以 焦裕祿同志为榜样，像他那

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像他那样一心一意

为人民服务。我们要

继承和发扬焦裕祿同

志的革命精神，做好

財政工作，为彻底改

变兰考面貌，为早日

实现农业“上綱要”，

贡献我们 毕 生 的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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