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风 革 命  促 进 生 产 才 有 办 法

刘 美 权

我是广东省顺德县桂洲稅务所的国营企

业专管员，负责管理糖厂、食品站等九戶国

营工商企业。
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在促进生产方面，

我做了一些工作，如帮助糖厂处 理 积 压 肥

料，为公社酒厂沟通工商关系，发 展 酿 酒

等，增加稅收两千多元，但在商业方面，却

搞不出什么名堂。因此，我认为 搞 促 进 生

产，工业容易，商业难。七月间，我参加了

县稅局在龙江召开的所长扩大会议，会上传

达了省財政会议的精神，强调专管员要实行

蹲点，学习上海市虹口区和企业“三同”、“三

适应”的经验。为什么把作风问題提到工作

革命化这个高度呢？对照上海的经验，就看

出自己的问題。比如说，食品站经营管理不

善，月月亏损，问題是知道一些，但究竟为

什么亏损呢？就答不出来。按办公时间下企

业，只能找企业領导、財务人员谈谈情况；

靠查賬表，反映不出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題；

找屠場职工吗，人家半夜宰猪，早上六时前

已经下班，我却还未上班。这样一对照，就

说明我在商业方面不能把促进生产搞起来，

是思想不过硬，作风不过硬。我体会到要赶

上形势，做好工作，非来一个作 风 革 命 不

可。我下定决心，从八月份开始带着食品站

为什么亏损的问題蹲了下去。
食品站经营重点是生猪，我先从屠場入

手。按屠場的作息制度，我早上二时半就起

床到屠場去。参加劳动的第一天，职工对我

很冷淡。有些说：“我们不会漏稅的，你放心

好了。”有些说：“小心弄脏你的身，最好还是

盖你的猪印吧！”是讽刺，还是批评呢？为什

么他们的态度这样？思想很苦闷。但回顾一

下过去：自己一到屠場，除了查验盖印外，

就沒有别的事了。不问生产，从来沒有帮助

他们解决过问題，他们的批评，不 是 很 对

吗？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別人批评指

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

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想到这里，我思

想豁然开朗，第二天坚持下去。我一方面向

职工们讲清楚我是来蹲点劳动的；另一方面

主动干活，不怕脏、不怕累，虛心向他们学

习。起初，职工们不敢安排我干活，我就抢

着去打水，清理猪粪等。以后，他们就把我

看成一个杂工，叫我做这干那。我不懂开猪

肚、分内脏等操作，他们都热情地帮助我学

会了。他们还和我扯家常、谈生产，大家有

说有笑，亲密无间。和职工有了感情，对屠

場的工作情况我也慢慢地熟悉了。領导见我

连续多天坚持早起，日间还照常工作，劝我

休息。我想，屠場的职工成年累月地是这样

干活，我是个革命干部，讲艰苦，比起他们

又算得什么。不付出艰苦的代价，就不能有

好的收获。
屠場每天早上二时开始杀猪，可是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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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到早上七点钟还不能开市卖肉。群众排队

等候，意见很大。我覌察了几天，发现问題

出在批发给合作商店这个环节上。原来屠場

宰好的猪肉，一部分调拨给所属的两个门市

部和烧腊加工場，还有一部分是批发到五家

经营猪肉的合作商店销售和直接供应五家饮

食业。在貨源分配上，不是由食品站根据貨

源情况来合理安排，而是任由合作商自己动

手挑选，几十斤猪肉就要了二十多个品种。
每个品种得分別切肉、过秤、登记、计价、

写票，光搞几戶合作商的批销工作，就得花

上三个小时。到最后，才把剩下的调给门市

部销售。我找站的領导同志反映情况，建议

貨源分配应当由食品站按实际情况来掌握，

不能任凭小商贩挑挑拣拣。这个建议得到支

持，幷开始试行，但遭到合作商的反对。后

来，我又向公社党委详细汇报，由于党委的

重视和支持，及时召集了有关部 门 研 究 处

理。结果，不仅同意继续实行我建议的分配

貨源办法，而且还在不影响合作商收入的情

况下，收回大市、外村两个销售点由食品站

自己经营。这样，屠場就贏得工作主动，食

品站门市部每天都能在六时前开市，群众滿

意。出場猪肉的损耗也减少了。
食品站的三鸟（即鸡、鸭、鹅）收购站设

在屠場的前面。有一天，我离开屠場晚了一

些，天已亮了，看见很多农民已经在那里等

候出售三鸟。但收购员还未上班，社员们意

见很大。有些等得不耐烦了，干脆拿到农贸

市場去出售。等到收购员七点多钟上班的时

候，已经走了一大半。第二天是圩日，出售

三鸟的人更多了，但情况幷未好转。我想，

这样不仅耽误农民的生产时间，也影响农民

发展副业的积极性，更不利于国营商业扩大

购销业务。要支援农业，非改变这种作风不

可。和购销员一谈，他也诉起苦来，这个收

购站就只有他一个人，每天从早 到 晚 干 工

作，晚上还得开会，起得早了就 支 持 不下

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实际问題，就找食品站

负责同志商量，建议适应群众需要，提早收

购时间。收购员的休息问題，应通过调整劳

动组织，适当解决。这个意见被 采 纳 实 行

后，收购站的面貌就改覌了。坚 持 随 到 随

收，方便群众，三鸟收购量也迅速激增。
我除了清晨参加屠場劳动外，上午还到

长桥收购点去帮助职工搞收购。第一次参加

运鸭就发现了问題。收购点的同志给我起运

时沒有清点只数，运到仓库的时候，仓管员

也不加检验就盖章作验收。我提出意见，仓

管员还说：“大家都是同志嘛，还信 不 过。”
他竟把执行验收制度看成是对同志不信任。
我觉得，思想上的漏洞，必然是经营管理上

的大漏洞。为了敎育职工，我决心摸出一个

活材料来。一次，食品站的职工从收购点运

回了毛鸭二百只，仓管员准备签章验收，我

坚持要管仓员点验，经逐只清点，果然短了

六只。我抓着这个活敎材向領导汇报，组织

职工讨论。起初，有些职工反映逐单验收工

作量大，叫困难。我一再讲清要 对国 家 负

责，就必须执行制度的道理，终于使职工坚

持验收制度。八月份三鸟的损耗率就有所下

降。
制度松弛、责任不清的现象，在猪肉门

市部也同样存在。猪肉出場沒有认眞过磅和

记录，卖多少算多少；零售损耗率规定百分

之一，但实际损耗有时却大大超过，偶然却

又升溢很大，这反映了出場过磅记录混乱。
我又帮助他们整改，严格执行猪肉出場过磅

登记、移送门市部的专人负责制度，在门市

部恢复了实物负责制。整改后，零售猪肉的

损耗率就趋向正常，一般在百分之一上下。
经过一个月的蹲点，我体会到改变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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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工作革命化的突破口。这个月不仅在促

进生产方面，走出一条路子来，而且在提高

征管工作上也创造了一个好的条件。对自己

来说，收获也是不少的。深入了实际，接近

劳动群众，思想感情有了变化，是自我革命

的一个开端。

調查报告 用自 力更生的精神办水利

江 西 省 財 政厅临 川 工 作 組

  江 西 省 临 川 县 財 政 局

临川县桐源公社一九六四年冬季，利用

国家补助修一个水库的投资三千四百元，修

了五个水库。五个水库共筑土六万方，工程

总造价约三万元，相当于国家投资的八倍。
原来计划修一个水库，只能灌溉两个大队的

六个生产队，有效灌溉面积是五百亩，现在

修五个水库可灌溉六个生产大队的二十个生

产队，有效灌溉面积二千零五十亩。水库建

成后，当年受益。受益地区种植面积扩大，

粮食增产，生产费用下降，社员收入增加。
据赤山、党溪、大田等五个生产大队的七个

生产队的调查统计，修水库以 后产量有了很

大的增长。一九六五年早稻产量比一九六四

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二季晚稻虽然普遭

虫灾，但由于种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七十，

预计产量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六十。这

七个生产队全年粮食总产量预计比一九六四

年增长百分之三十，每人平均增产粮食二百

零四斤。

桐源公社的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所以

能够取得花錢少、办事多的显著效果，是因

为公社党委经过社会主 义 敎 育 运动以后，

振起了革命精神，突出了政治，坚决贯彻了

“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发

动和依靠了广大群众，自己动手，艰苦奋斗

的结果。

从实际出发，眼睛向下

桐源公社接到临川县委、县人委的分配

指标，要求修一个郑坊水库之后，就结合部

署冬季农业生产的工作，先后两次在公社党

委扩大会上、两次大队主任会上和一次公社

三级干部会上作了研究，认眞地解决了兴修

水利中的一系列思想问題和实际问題。
开始，有人主张修大一些的水库。他们

说修大水库国家有錢补，有粮补，有技术人

员帮助，有四面八方的人 力支援。对修小水

库不感兴趣。公社党委分析，有这种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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