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习毛主席 著 作 促 进工 作 革 命 化

——辽宁省財政厅事业財务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中 共 辽 宁 省 財 政厅 政治 部

事业財务处是管全省文敎、卫生和机关

团体经费开支的。多年来，始终 是 实 行 你

报、我审、我批的管理方法。十几个干部成

天忙于应付“门市”，还招架不开。单说表

报就有 7 种，共有 2 千多个项目。同志们曾

有过这样的批评：“你们不是省级財务管理

处，而是全省‘大总务科'
” ，“你们把基层

单位的总务科长都代替了”，等等。由于这

种工作方式，把自己纏住了，根本走不出办

公室搞调查研究，因而多要少给 的 爭 执 很

多，经常扯皮，但自己又说不出 一 个 道 道

来。由于心中无数，就靠表报作“耳目”；

也由于单位多，处内就分兵把口，各守一摊。
以前对这种工作方式从未怀疑过，幷认为非

此不可。在前年社会主义敎育运动中，经过

大家揭发检查，开始觉察到这种工作方式有

问題。怎么办？向毛主席著作請敎。起初，
只是泛泛地学习了一个阶段。由于学习沒有

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仍然沒有解决问題。
这时，处长便带着全处同志学习 毛 主 席 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和《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边学习、边议论、边

对照，引导大家敞开思想。他们越学越觉得

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与毛主席的敎导是相违

背的，幷初步认识到，要想改变工作面貌，
必须把自己从烦琐哲学中解放出来，走出办

公室，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題。

首先遇到的问題是要不要从烦琐哲学中

解放出来。他们提出：报表能不能砍？审批

权限可不可以放？可不可以不分兵把口？乍

接触实际问題，各式各样的意见 反 映 出 来

了。有的反映，我们离开表报还 有 什 么 抓

头，认为这是“命根子”，是多年来辛辛苦

苦建立起来的，如果砍了，領导要数，上级

要情况从那来？也有的反映，审批权下放造

成浪费和突破预算怎么办？思想不搞通，改

革就困难。于是处长又領导全处同志学习了

《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

移山》，集中辯论了自己的工作是为基层服

务，还是让基层为自己服务？大家一致认为，

应该为基层服务。那么搞了这么多的报表，

规定了这么繁杂的审批程序，怎么体现为基

层服务呢？经过辯论，思想认识基本一致了。
但具体砍那些、放多少仍有分歧。随即又本

着毛主席敎导，到实践中去，到基层单位去

征求意见，被访单位都渴望改革表报，改进

按季或按项目的审批制度。事实敎育了他们，
感到这个命是非革不可了。思想搞通了，事情

就好办了。经过他们反复研究，结果原有 7 种

报表，减为 1 种，指标减去77%。而今年对

保留的23 %%，又减去70%。把工资基金下放

到部门审批，对预算范围內的修缮购置费，
取消了季度计划，实行总额控制。工作量一

减少，也就不必分兵把口了，结束了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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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管理的老办法，从烦琐哲学中把自己解放

出来。
他们尝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甜头，认

识到工作要离开毛主席思想，就会迷失方向。
在1964年初安排工作之前他们学习了 “实践

论”、 “矛盾论”。毛主席关于抓主要矛盾

的思想对他们启发很大。当时工作很多，排

挤在一起，如果不分主次，一件工作也抓不

透。他们从当时急待解决的几项工作中，找

出增纳适龄儿童入学和解决农村小学修缮费

问題为工作中的主要矛盾。这两个问題，一

个是关乎到全省40万适龄儿童能否上学的问

題，一个是改善在学儿童学习条件的问題。
解决这两个问題的办法，各方面的意见，只

能是国家投资，这和財力可能矛盾很大。且

不谈解决四十万儿童入学的投资问題，仅就

修缮现有农村小学费用，主管部门就提出五

千万元的预算。这样大的开支数，肯定是得

不到解决的。
解决这些问題有別的出路沒有呢？从他

们过去掌握的情况看，全省公办小学与1957

年相比，是“三多一少”。即学校网点增多 1 千

多所，班级增多1.1万多个，敎职员人数增多

2万多人，在校学生反而减少了8万多人。平均

每班学生数下降17%。能不能从内部挖掘潜

力来解决适龄儿童入学问題？曾和有关部门

商量，采取招插班生、撤点幷班、搞复式班等

办法扩大班级容纳量。但意见不一，有的提

出根本执行不通。当时处内对挖潜办法能解

决多大问題，有多大潜力，心中无数，把握

不大。看来在上边解决不了这个问題，非下

决心进行调查不可。于是处长就带領一部分

干部确定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实地调查。
在临行前，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农村调

查”的序言和跋》和《实践论》，统一了调

查綱目和方法，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带

“框框”。
他们对岫岩县韭菜沟公社11所小学做了

典型调查。调查结果，证实确有潜力可挖。
依据有三条：①学校网点分布过密，一般是

三五里地一所学校；②班级容量低，每班仅

有二十几名学生；③都是单一式，沒有搞复

式班。计算可多容纳12% 的学生。当和学校交

换意见时，对方也提出三条不同意见：①幷

点，孩子上学远，影响入学率；②扩大班级

容纳量，敎室小放不下；③搞复式敎学，师

资水平跟不上等。正好是针锋相对，否定了

他们的意见。他们碰了一次釘子，但是幷沒

有动搖他们的决心，他们再一次学习《实践

论》。在《实践论》中毛主席说：“只有那

些主覌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題的人，跑

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

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

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

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 为是地发号施令

起来，这样的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毛主

席这一段话，给了他们力量，更加坚定了他

们的信心。他们认识到这次调查只是接触了

一些事物的现象（而不是全部的），沒有触

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就不可能全面深刻地反

映客覌。这次调查虽然提出了有潜力可挖的

事实，但是幷沒有深入了解群众的看法。
于是他们又到该县黄花甸子公社，做第

二次调查。这次调查，广泛接触群众，虛心

向群众請敎，多方征求意见。每走一个学校，

都与学生、家长、老师、生产队长、支部书

记座谈，幷和老师同吃同住，了解了许多在

会议桌上了解不到的情况。归纳起来大家主

要有四怕：敎育部门怕减人，学校領导怕影

响敎学质量，老师怕工作量大，学生家长怕

孩子上学太远。如在郭岭子小学与老师们谈

到幷班时，有人就问，幷班后老师闲起来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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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办？针对这些问題，他们在调查中，不仅

亲眼看，亲耳听，而且亲自实践。每到一校，
按敎室制草图，摆桌放凳，实际测算 容 纳

量；对幷点远近亲自走，看表计时，隔几座

山、越几道河都记录下来；对敎师的敎龄、

水平逐个了解，综合分析；幷实际覌察敎师

备课、批改作业的工作量。通过广泛接触群

众和实地调查，纠正了原方案不分具体情况

一律要求幷点的缺点，提出了路远、过山过

河的不幷；敎室小容纳不下的不幷；敎员水

平不适应的不搞复式班。除此之外，有条件

的要积极通过招插班生、同年级幷班和搞复

式班的办法，来扩大容纳量。
调整班级容纳量初步意见搞出来了，办

法是否可行？调整幅度多少为宜？还有沒有

其他问題？他们按着毛主席指示的“实践—

认识一再实践—再认识”的精神，再到该县

龙潭公社各小学去验证。通过这次调查，除

证实了第二次调查中提出的修改方案基本可

行外，并对前后三次调查情况进行了分析对

比，从中得出了比较接近实际的调整幅度是

10% 上下。
经过这次对凤城、岫岩两个县78所小学

的调查，和锦州、阜新、朝阳 3 个市（专）

重点县的摸底，使他们比较有把握地提出了

我省农村小学，在不增加班级、不增加敎师、

不增加经费的情况下，用幷班、搞复式班和

招插班生的办法，可解决20—30万孩子入学

的具体方案。通过去年一年的实践，在有关

部门的积极努力下，已实现了 25 万儿童 入

学。
在这次调查中他们还发现，农村适龄儿

童不能上学的原因，不仅是班级 容 纳 量问

題，也有些是因为生活困难不能上学的。特

别是贫下中农因生活有困难，子女不能上学

的较多。对这部分适龄儿童入学单靠挖掘潜

力、调整班级容纳量是解决不了他们的上学

问題。按照党中央指示办好耕读小学，是解

决这部分贫下中农子女上学的好办法。因此，
他们又专门调查了30多个典型，根据调查结

果，主动建议領导安排了80多万元经费，建

立一些耕读学校，解决贫下中农子弟入学问

題。
农村小学修缮费问題，起初在韭菜沟公

社调查。这是一个经济情况较差的地区，但

农村小学修缮解决的很好，因为生产队帮助

解决修缮的人工和材料。而到黃花甸子一看，

虽然这是全县经济情况最好的地区，但小学

修缮解决的最差，国家不拿錢一点 也 沒 办

法。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他们又去龙潭

做了调查。这是一个全县经济情况最差的地

区，而小学修缮解决得最好。原因是群众办

学的热情高，出工、出料不伸手向国家要錢。
综合上述情况，再加上对锦州、阜新、朝阳

三个市情况的了解，小学修缮问題，农村小

学是有办法的，问題较大的是城鎭。因为城

鎭中沒有象农村生产队支持的条件，因此对

城鎭小学需要拨付些经费，农村经济困难的

地区也给少量的经费。按这样计算，全省小

学修缮费大约有 5 百万元基本上可以解决，

比原报计划减少90%。
一年多来，事业財务处在学习毛主席著

作，促进工作革命化的实践中有以下三点体

会：

一、要解决以毛泽东思想为 指 针 的 问

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程，实质是兴无灭

资实现革命化的过程。当事业財务处工作矛

盾被揭露后，对解决矛盾有两种意见，一种

意见是安于现状，认为忙不开只好增加人；

另一种意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找忙乱的原

因、找解决问題的办法。他们采用后一种办

法，找到工作所以 忙乱，是因为浮 在 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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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然”、靠报表，靠汇报，靠文件去指导

工作。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敎导，坚决打破了

这种官僚主义、主覌主义的工作方式，迈开

脚步，到实际中去作调查研究，结果是工作

面貌大为改覌。他们从切身的实 践 中 体 会

到，只有事事以 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才能实

现思想、工作革命化。
二、必须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眞

正做到以 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必须坚持活学

活用。事业財务处的同志们参加革命都是十

多年了，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理论基础，
多年来有参加机关学习的习惯，但学习态度

不够扎实，大体上有以下三种情况：①单纯

“求知识”，读死书，和工作根本不结合；②

忽视学习毛主席著作，认为看到文件、听了

报告就能干工作；③单纯鑽研业务，认为学

习毛主席著作是“远水不解近渴”。以 上这

些思想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严重障碍，这些

问題不解决，就不可能以毛泽东思想挂帅。
解放军、大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李素文等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都告诉

他们，解放军、大庆、李素文等同志所以 工作

的那样好，就是因为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活

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这些先进经验的启发、

敎育下，大家都提高了思想认识，端正了学

习态度。同时，他们在组织学习当中经常注

意：①抓学习中的活思想，領导上做到心中

有数；②组织干部学习先进人 物 的 经 验，
“照鏡子”、找工作差距；③总结工作上、

思想上运用毛主席著作解决问題的成果，引

导活学活用。
三、关鍵在于領导带头。活学活用毛主

席著作，关鍵又在于处长带头学。因为处长

掌握全处工作，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題他心中

有数；学习毛主席著作能和布置、检查、总

结工作结合；处长可以做辅导。他们正是由

于領导坚持带头学，才能更好地把干部学习

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引导到改造思想、推动

工作上来。
事业財务处一年多来的学习，在上级党

委的領导和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对提高思想、

推动工作有一定收获，但与解放军和其他先

进单位对比，差距还是很大的。特別是通过

毛泽东著作学习，进一步实现人的思想革命

化还有更大差距。今后必须更高举起毛泽东

思想伟大红旗，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書 刊

介 紹

《社 会 主 义 的 銀 行 工 作》

李成瑞  左春台  著

这本书以比较生动活泼的文字，通俗地告诉读者社会主义的银行 是 干 什 么

的，工作中有哪些矛盾和怎样处理这些矛盾，银行的錢从哪里来又用到哪里去，

貨币怎样在流通，以 及银行的转帐结算和计划管理制度。这些基本知识不仅银行

的工作同志需要系统地懂得，而且党政机关的同志，工业、农业和商业部门的同

志看看也大有好处。本书于一九六三年底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已经印

刷三次，近十万冊，打算购买而沒有买到本书的读者，請向各地新华书店洽购。
（定价：0.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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