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革命办財政
为 革 命 当 会 計

——記广西扶綏县渠旧稅务所会計黃肇同志的先进事迹

广 西壮 族 自 治 区 財 政厅稅务 局

黃肇同志在稅务所当了七年多的会计。
他在这个平凡的工作当中，严守岗位，勤勤恳

恳，一絲不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对国家財

产那怕是一分錢，一张纸，都十分珍惜；对

待同志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同志们同声称

赞他是好会计，好管家。由于他工作出色，

自一九五八年以 来，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

者。
早在一九五八年冬天，黃肇同志刚从广

西扶绥县保险公司调到该县扶南稅务所当会

计的时候，曾经有人对他说：“千计万计不要

当会计，当会计整天打打算算沒有出息。”说
实在的，那时黃肇同志对稅收会计工作搞些

什么还不太清楚，对別人讲的这些话也似信

非信。后来，经过党的培养敎育，提高了觉

悟，逐步懂得了会计工作也是革命工作，干

革命就不能讨价还价，见异思 迁。于 是 他

想：別人说千计万计不当会计，我偏要千方

百计当好会计。
黃肇同志的心愿，在他七年来的辛勤劳

动中已经完全实现了。

管票管錢  不丟不錯

稅务所的会计，工作多，事情杂，名叫叫

会计，实际是个总管家。領稅票找他，结报

稅款找他，要数字材料找 他，要 纸 要 笔找

他，生活上的事也找他。在这些琐琐碎碎、

平平凡凡的工作当中，黃肇同志却做出了不

平凡的事迹。就以票款来说，七年来，他经

管的稅票，经手的稅款，沒有丟一份，错一

分。作到这一点，他不知费尽了多少心血！

下面只谈谈这样几件事：

一九六〇年四月，他要调到渠旧稅务所

之前，在扶南稅务所办移交时，发现短少五

份完稅证，心里很着急，弄得好几天吃不下

饭，睡不好觉。翻箱倒柜地寻找，总算在一

个专管员的笔记本里找到了。这件事给黃肇

同志的震动很大。到渠旧稅务所后，发现这里

的稅票也管得较乱，帐上的数与专管员手头

实存的数有的对不上号。他接受了上次的敎

训，决定把全部領用稅票的号码控制起来，

专门设了一本登记簿，把所有已塡用稅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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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逐一登记。这样做当然工作量很大，每

月向县局结报时总要搞到深更半夜。有人就

说他尽做笨事。他却宁愿自己多辛苦些，也

不使工作出岔子。他想，巧办法也得从笨办

法开始嘛！以 后，他在工作上刻苦钻研，反

复总结经验，创造出旣能发挥专管员管票的

积极性，又可以防止稅票混乱和便于查对的

好办法。
有一天，他在审票中发现有跨月结报的

稅票，他意识到这是管票工作的漏洞。但用

什么办法堵塞这个漏洞呢？他想，县局提出

按月淸查稅票，如果把按月清查改为按次清

查，这不更好吗！ 当然，这样作会给他增加不

少清查稅票的工作。但黃肇同志却认为只要

对工作有好处，自己辛苦点，也是愉快的。于

是他建议在专管员、代征员每次结报时，不

仅核对已塡用的稅票和征收的稅款，同时还

核对未塡用的稅票，经过所里研究，决定采

用了这个办法。但是在实行按次淸查稅票的

办法时，又碰到一些阻力。有些专管员认为

这是会计不相信同志。有一次，有一个专管

员就当着黃肇同志的面说：“我参 加 革 命 已

十几年，你还不相信我！”黃肇同志幷沒有生

气，而是当面解释，耐心说服，讲清这是工作

问題，不是个人问題，幷建议所里开会专门

进行讨论，经过互相交换意见，思想通了。
由于这样做的结果，大家的认识提高了，管

好稅票的责任感也就加强了。
一九六三年三月，黃肇同志在审查稅票

时发现有一个助征员因计算错误多征了公社

社员姚成海十元的稅款，当时他很着急。他

想，人民稅收是不能超越党的政策多收人民

一分錢的，十块錢，对农民不是小事啊！ 他

立即写了一封信，要姚成海赶集时到稅务所

来退稅。这个社员收到退还的稅 款以 后 感

动地说：“共产党办事眞公道，要是在旧社会

我这十块錢就石沉大海了。”

一九六四年春节，三合公社有一个社员

宰杀一头猪，专管员赵春宏打错算盘多收了

一角錢的稅，黃肇同志审查稅票时发现了，也

叫专管员如数退还。赵春宏认为多收了一角

錢也不是有意的，算不了什么，不愿意去退。
黃肇说，一角錢虽少，但违反政策就事大。
赵春宏听了，就把多收的 錢送上门退还了。
那个社员感激地说：“你们多收一角錢还亲自

送来，只有毛主席敎育的干部才能这样啊！”

几年来，黃肇同志一直以高度负责精神审查

稅票，发现有差错都坚持及时退补。

精打細算  勤俭节約

一个稅务所的经费是按人拨给的，一个

萝卜 一个坑，都有定额管着。能不能想办法

为国家节约一点錢呢？有不同的认识。有的

同志认为稅务所就只有那么一点经费，省也

省不了多少，因此不大注意节约。黃肇同志不

是这样，他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节省每

一个铜板为着战爭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

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他处

处精打细算，事事勤俭节约，少花錢多办事。
稅务所有两辆自行 车，已 经 使 用多年

了，几年来，他一直坚持小修不出门，大修

少花錢，仅一九六三年到去年九月，就节约

了修理费一百三十七元。开 始 这 样 做的时

候，也碰到了一些阻力。有的同志说：“什么

都节约，还不是会计想得到表扬呗！”黃肇幷

未计较这些，仍然带头干。缺工具，就建议

領导买一点，不懂技术，就以能者为师大家

摸索着干，现在全所同志都会自己修车了。
稅务所的房子下雨常漏水，也 是 自 己 动手

修，几年来从来沒有花过錢。一九六三年县

局考虑到稅务所的实际情况，拨来一笔修缮

费，黃肇向領导建议要节约使用，能自己办

的事就自己办。他还自己带头利用工余、假

日去拉沙运土垫地基，到砖瓦厂拣废砖修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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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自己动手修理厨房等。在平时，那怕一

张纸，一支笔，他也注意节约。所里同志们

几年来用的工作笔记本，都是利用过期的报

表装订起来的；征收用的复写纸用旧了，就

烤一下或晒一下再用；上级寄来的信件，他

小心地拆封，翻了面再用；征收用的印台，

是他从供销社的废品堆里拣来的。几年来，

上级拨给他们的办公业务费，月月有节余。
黃肇同志虽然处处都讲究勤俭节约，但

也不是什么都抠。比如，为了保证征收业务

的顺利开展，该花的錢还是花的，不过他十

分注意花錢的效果，主张把錢用在刀刃上。
黃肇同志注意节约，还不只是看到几个

錢的问題，而且看成能否发扬无产阶级艰苦

奋斗作风的问題。比如，一九六三年修理房屋

的时候，工程将要结束，还结余一些錢，但是

还有些附属工程沒有搞。这些附属工程是包

出去呢？还是自己干呢？有的同志就主张由

修缮单位承包算了，何必自己动手！ 反正还

有錢。黃肇和所长商量后，召开会议专门讨

论这个问題。黃肇在会上说：“我们还有錢，
多花几个錢虽然算不了啥，但是如果因为有

了錢，自己能动手的事也不愿动手了，遇事

图安逸，大手大脚，就会逐步养成一种铺张

浪费、追求享受的坏作风坏习惯，这是很危

险的。”这一说，提醒了同志们。最后大家都

自己动手干起来，把这笔錢也省下来了。

关心人  管好家

稅务所的会计，是稅务所的管家，不仅

要管好錢，同时还要管好生活，做好关心人

的工作。黄肇在 这方面做 得很 突出。他常

说：“为同志们解决点困难，使同志们能安心

地搞好工作，我能做的事，就一定竭尽全力

去做好。”几年来，每逢起风下雨，不管是白

天黑夜，天冷天热，他总是楼上楼下地逐房

检查，看看同志们把门窗是否关好，漏不漏

雨。一次，甘展能同志的房间因雨大，水漏到

蚊帐顶上，黃肇就马上修补漏处。现在，同

志们下乡都把钥匙交给黃肇，他们说，所里

有这样一个好管家，我们下乡也放心了。前

几年当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每年有几个月

的口粮搭配玉米等杂粮。一 九 六 二年 有一

天，农村专管员甘福志下乡回来，那天早上

吃大米饭，他吃着饭说：“下乡都吃玉米，回

来吃一餐米饭眞香。”黃肇听在耳里，记在心

里，从那以 后，就不声不响地把搭配的杂粮

留给自己吃，让同志们下乡回所时能吃到米

饭。同志们起初还以 为是粮 店 不搭 配 杂粮

了，以 后知道了都深受感动。但黃肇同志认

为这算不了什么，自己 原本 是吃 玉 米长大

的，所以仍一直坚持下来。所里同志有病，

他更是体贴入微，问寒问暖，送茶端饭，象

服侍亲人一样。专管员尹钧身体有病，曾两

次发病后不省人事，黃肇都及时請来医生治

疗，幷亲自精心护理，一次黃肇的爱人正来所

探望，他就和爱人通宵轮流守望。又有一天

晚上，甘展能突然腹部发痛，他连夜請人来

诊断治疗，病治好了，使甘展能非常感动。
黃肇同志就是这样，体贴同志，克己利人。

他 的 成 长

黃肇同志是一个壮族靑年，今年二十七

岁，出身于中农家庭。参加工作后，在党的

培养敎育下，在革命实践斗爭中，不断努力

鍛炼改造自己，进步很快，一九五七年参加

了共靑团。他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参加工作到

现在，曾先后十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

和六好稅务干部。
是不是黃肇同志一参加工作对革命就认

识那么清楚，工作那么自觉呢？不是的。黃

肇同志的成长党和領导同志是花了一番心血

的。早在一九五八年他在公 社 当 会计 的时

候，公社党委书记就从各方 面 培 养 他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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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常给他讲革命斗爭的光荣历史，讲革

命前辈艰苦奋斗的事迹，幷叫他听党课。参

加稅务工作以 后，县局和稅务所的領导也很

关心他的进步。思想上有了问題，总是耐心

敎育他，工作有困难，总是帮助他解决。这

些对于提高他的觉悟，树立革命人生覌起了

很大作用。
近几年来，黃肇同志勤奋学习毛主席著

作，注意活学活用，改造思想。他在学习中

善于揭露自己思想中的各种矛盾，勇于开展

思想斗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覌世界，不

断前进。他常常这样鞭策 自 己：工作 困难

时，想想愚公移山；公私利益矛盾时，想想

白求恩；工作有成绩时，想想党的敎育。一

九六四年初，当他的事迹在全自治区和全国

稅务系统通报表扬以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

为 革 命 收 稅  不 怕 艰 苦 不 怕 难

吉 林 省 財 政 厅 稅 务 局

  延 边朝 鮮 族自 治 州 稅务 局
工作組

吉林省琿春县春化稅务所农村稅务专管

员曲丕林同志，一九六二年来到稅务部门以

后，一向勤勤恳恳。他认眞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一心一意为革命而收稅，克

服了重重困难，有着许多动人的事迹。
曲丕林同志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从小

给地主放牛放马，解放以 后才翻了身，上了

小学和中学。在党的哺育下，他贪婪地读毛

主席的书，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了《为人民服

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等文章。
他时刻记着毛主席的敎导，一颗红心永远向

着党。当他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是优秀学生，

参加工作以后是一个“闯将”，连年被评为先

进工作者。一九六二年未来春化 稅 务 所 之

前，县局領导上向他介绍了稅务所的艰苦情

况，他当时坚决表示：“我是一个年轻的共产

党员，应当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鍛炼，有了困

难，就去克服。”

越过重重阻碍

他虽然下定了为革命而收稅的决心，为

革命而艰苦鍛炼的意願，但是道路幷不那么

平坦。当他的母亲听说他当了稅务干部，就

捎信找他回家，对他说：“孩子，你 干 啥 不

好，为什么偏要干稅务工作，掙錢不多，得

罪人不少！”他耐心地向母亲解释，让母亲搞

清楚今天的稅收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 的 道

理。最后郑重地说：“稅务工作也 是 党 的 工

作，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做谁去做？”母亲初

步地被说服了。
前几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

义，给我们制造了种种困难。曲丕林同志的

母亲知道了这个情况以 后，在一九六三年又

捎信来要他回家。对他说：“春化靠近苏联边

境，在那儿工作我很耽心，还是回家吧！”他

听了，就反复地向母亲解说中苏两国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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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所务会议上检查自己的缺点，主动爭

取同志们的帮助。一九六四年六月，所长离

职学习去了，县局临时指定 他 负责 全 所工

作，当时他怕搞不好，不敢负责。后来他就

带着这个问題学习了《纪念白求恩》。毛主席

在书中说：“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

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

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 后 再替 別人打

算。”他反复对照检查自己，并下定决心把所

里的工作領导好。此后不久，县局根据工作

的需要，提拔他为副所长。黃肇同志担任副

所长以 后，工作更加努力，他仍然兼任会计

工作，幷且专管一个公社的稅收。他在日记

里还写了这样一首诗勉励自己：“梅花爭志不

爭春，工作做好非为荣，挺起腰板挑重担，

做那长春不老松。”

友好关系，消除母亲的疑虑。最后又拿黃继

光的妈妈做榜样，说她只有两个儿子，大儿

子牺牲了，又把老二送去参军。现在，您有

四个儿子，眼跟前还有两个哩！ 母亲又一次

地被说服了。
这一年的秋天，他家乡遭了灾，收成不

大好，家里生活有一些困难，而他每月的工

资能往家拿的又不多。母亲又去 信 让 他 回

家，一见面，母亲就劈头劈脑地嚷起来：“你

掙那几个錢够干啥的？在外面顾不了家里，
干脆別干了，快回家种地。”这回他早就有了

思想准备，沒有再向母亲说什么道理，只提

起他家在旧社会的穷苦遭遇。这一说，果然

往事引起了母亲辛酸的回忆，她一面流泪一

面说：“孩子，你从小就给地 主 放 牛，沒 有

錢，念不起书。有一次你站到屯校敎室窗外

听老师讲课，被有錢人家的几个孩子打了一

顿，衣服也被扒下来扔到了树上。你哭着回

了家，我也心痛得流了泪。现在 你 有 了 文

化，当了干部，可我总想你离妈近点好，却

忘了你完全是党、是国家把你培养出来的。
如果沒有共产党和毛主席，你哪 里 会 有 今

天！这是我想错了，有了好日子，就容易忘

掉过去。”接着又鼓励他：“咱们穷人多喒也不

能忘了共产党和毛主席，你要好好听毛主席

的话，读毛主席的书，为大伙办 好 事。”从

此，再也沒有人阻碍他把靑春献给光荣的稅

务工作了。

苦練业务本領

哪行哪业都有硬本領。从事稅务工作，
如果沒有征管的本事，就会眼巴巴地看着稅

也收不上来。曲丕林同志初到稅 务 所 的 时

候，一不懂稅收业务，二不懂企 业 財 务 知

识。当时所里另外的两个同志，有一个也是

刚从别的部门转业来的，只有一位老地方稅

干部，想找个人带一带都困难。虽然县局曾

几次派人来进行业务辅导，幷带他下去征过

稅，但人家一走又不行了，不能单独进行工

作。有人说他是“半拉子”，离开了“拐棍”就

要倒。有一次要征所得稅了，他一个人到春

化供销社去审查所得额和费用列支，会计拿

出一大堆传票和帐簿，他翻过来翻过去也看

不懂，越看越糊涂，花了半天时间，所得额

就是算不出来。他问会计上半年所得额是多

少？会计反过来问他：你查的是多少？他说

我看不明白帐。会计挖苦他：你 看 不 明 白

帐，还能查帐？当时滿屋子的人哄堂大笑起

来，弄得他面红耳赤。这一次的刺激，变成

了对他的鞭策。他想愚公能移山，我难道连

这个“业务关”也过不了？一定要按照毛主席

的敎导办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

难，去爭取胜利。”于是他到马滴达供销社拜

崔昌福会计为师，跟他学习会计科目代号，

总帐、分类帐与传票的对应关系。学会了与

纳稅有关的一些科目的处理，如销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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