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革命办财政

札 根 农 村 做 紅 色 征 收 员

我是一九六〇年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去

年三月，调到汝阳县城关稅务所任征收员。
开始，经过了一段激烈的思想斗爭，直到端

正了对稅收工作的认识之后，我才敢迎着困

难上，幷且逐步地在农村征收管理中，找到

了一些做好工作的方法。

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敎导做人

我刚调进稅务部门的时候，滿怀信心要

在稅收工作上干出点成绩来，谁知深入农村，

一接触实际，就碰上很多釘子。四月中旬，

我到漫流生产队催收拖欠的稅款，会计不让

我检查生产队的帐目。第二次去了，社员刘

喜娃在一旁大声讽刺挖苦我：“俺家杀个鸡，

你说咋报稅？”还有个不滿十岁的小孩，看着

我指手划脚地嚷：“稅局又来要錢哩！”我听了

这些话，心里象压了一块千斤重的石头。有

一次，我到亲戚家提起了挨骂的事，岳母埋

怨说：“啥事做不了，为什么偏要干稅收呢？”

爱人虽然沒说话，但心里也不滿意。当时我

越想越难受，觉得收了稅是国家的，得罪人

是自己的，何苦受此闷气？还是換一換工作

好。正在这时，領导上发现了我的思想问題，
找我谈话，给我讲了许多革命前辈不怕流血

牺牲，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了幸福的今

天，要我安心工作。我虽说思想情绪一时安

定了，但干一辈子稅收的思想还沒有树立。
我眞正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最后完全安心

搞稅收工作，还是在去年四月，我接连看了

二十多遍《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两篇

文章。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

自利的精神，他说白求恩是一个外国人，毫

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

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

的精神。而我呢？作为一个人民的征收员，
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这又 是 什 么 精

神？是个人主义。想想白求恩，比比自己，

感觉很惭愧。毛主席的话简直句句都讲到了

我的心上，一下子就把我的思想抓住了。我

被白求恩、张思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尙

品德，感动得吃不好、睡不安。联想到自己

一家，过去在黑暗的旧社会里，由于家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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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给地主恶霸送礼，父亲被打的皮破血流，

全家生活不下去，只得背乡离井，食宿破庙。
现在彻底翻身了，生活过得幸福了，党分配

我做稅收工作，只干了几天，就被困难吓倒

了，怎能对得起党和毛主席？我思前想后，

觉得张思德、 白求恩就是我的好榜样。从此

下定决心，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敎导做人，要

扎根农村，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征收员。

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思想认识提高了，革命人生覌树立了，

但在实际工作中，开始遇到的困 难 仍 然 不

少。一是政策法令不熟悉，二是查帐技术不

懂得，三是工作方法不明确，眞是“有钢用

不到刀刃上”。我曾经办过这样一件错事：一

九六五年三月十四日，我到秦停大队收稅，

社员张一斗，把在合作化以前打的一根皮绳

卖给了生产队，我按百分之二十征了三元稅

款，回所经过审核，不合政策规定，只得又

返回大队，旣退了稅，又向社员道了歉。为

了克服上述困难，我用五天时间反复学习了

《愚公移山》，我越学情绪越高，觉得腰杆子

也硬了，胆量也大了，对待困难的看法更不

一样了。我想九十岁的愚公，还下决心把门

前的两座大山挖掉，我面前摆的困难毕竟还

是渺小的。这样一想，勇气就来了。于是我

在工作中具体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以雷

锋的革命精神为动力，起早睡晚，边学边作，

不怕累，不偸懶；第二，以老稅干为榜样，

勤看巧钻，不懂就问，见縫插针，抽空就学；

第三，根据党对自己的要求，制定了“三勤、

四多、两不忘”的奋斗目标。三勤是脑勤、手

勤、腿勤；四多是多学习、多請示、多硏究、

多分析；两不忘是发现先进经验不忘吸取，

遇到召开会议不忘记录。经过了一个月的耐

心钻研，两个月的实际鍛炼，我基本上懂得

了有关农村征收规则，还学会了一些工作方

法，为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关心集体，发展生产

政策水平提高了，决心也有了，可是到

底怎么增加收入呢？我又从毛主席著作中找

答案，当我学习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

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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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以后，心里亮堂了，我

觉得要想扩大资金积累，必须从发展生产入

手。从此，我由查查管管，提包乱转改变为

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关心集体，发展生产。
去年五月，我被分到孔龙大队去蹲点，入队

不久，就发现五龙、下泉、布岭等六个生产

队的八个砖瓦窑和编织、油坊等四种副业，

因为缺资金、缺工具、缺原料，全部停工散

伙了。我与各队干部商谈几次，也想不出个

好的门路来。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

着。有时想起了徐学惠同志与敌人作斗爭的

事实，有时想起了向秀丽同志为国殉身、挽

救国家財产的事实，有时雷锋同志的形象又

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雷锋是个苦孩子，我

也是个苦孩子，雷锋能够带着深厚的阶级感

情，把节约的錢送给灾区人民，我亲眼看到

集体经济有了困难，怎能袖手旁覌呢？天刚

亮，我穿上衣服，出门就走。一面找着银行

信贷干部，要求他们贷给这个大队四百五十

元生产资金，一面又返回家里和爱人商量，

把转业后的补贴和历年节余，共二百三十五

元，分別送给了上权、五龙、洞沟、下权等

生产队。半月之后，六个队的十二种副业项

目，全部恢复了生产。生产队运用这些资金，
发动群众，厉行节约，努力生产。经过艰苦

奋斗六个月，取得了显著成绩。据统计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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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凈得收入五千六百九十六元。最高的胡村

队，每人平均十三元六角，最低的五龙队，

每人也平均四元五角。这个期间，各生产队

共买回了耕畜十一头，化肥一千七百斤，农

具四十件。
副业生产发展了，国家收入也增加了。

就在这半年內，稅收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了

百分之四十四。

向群众宣传，做貧下中农的知心人

在实践中我逐步地认识到，为什么有个

別的社员群众对稅务干部有反感，对稅收工

作有误解，其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稅收是为

国家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其二是因为

他们不懂得党的稅收政策和旧社会的稅收政

策有根本的区别，混淆了是非，以 过去论现

在。这主要是我们稅务干部的宣传工作做得

不够，于是我就经常把稅收的用途和作用，

以及稅收支援生产、支援建设的重要意义，

向社员群众广泛宣传，走到哪里，宣传到那

里，见人就说，逢会就讲。这样广大社员便

信任稅务干部了，孔龙大队贫农社员梁滴流

说：“你眞把政策讲到了俺的心里”。后来他还

自动地交来了以前的漏稅十二元。

我还要求自己做贫下中农的知心人，在

工作中关心他们的困难。有一次，我在孔龙

大队和队长、会计商谈工作，听他们说贫农

生产队长李朝的爱人，患重病臥床不起。我

赶忙到他家去看，进门不久，李很痛心地告

诉我：“俺为她的病东挪西借好几百元，家底

尽用光了，那还有力再去治疗？”当时我想起

前几年自己困难时，領导帮助，党关心。眼

前阶级兄弟困难当头，如果走开不问，能对

得起党吗？想到这里，我把身上带的十元錢

留给了病人，要她尽快治疗。半月过后，我

又去探望她时，病情已大为减轻，她感激地

流了泪，说用什么报答我的恩情，我说这是

毛主席敎导我这么做的，咱们都要在心上记

住毛主席的恩情，永远听毛主席的话。
由于我关心了群众的生活，和群众交了

朋友，群众也就逐漸关心了我的工作。孔龙

大队以 支部书记为首，帮助稅务干部宣传政

策，社员自动纳稅三百二十元。个个人都说

要严肃地履行纳稅义务，不偸漏、不拖欠。
我看到了这种情景，心里眞有说 不 出 的 高

兴！

河南省汝阳县城关稅务所  武九山

为革命办财政前 途

前途，谁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光明远大的

前途？对于一个靑年人来说，对自己的前途

更为关心。但是什么是一个人的前途呢？我

以 前幷不理解它的眞实意义。

我是一九六三年高中毕业的，在学校的

时候，我就幻想着将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

业，心想只有这样才有出息，才有前途。毕

业后不料大学沒考上，又分配在一些人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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