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毛 泽 东 思 想 哺 育 下 成 长

上海 县稅务 局

上海县漕河泾稅务所是在1962年下半年

建立起来的。全所共有 9 个干部，负责 4 个

集鎭、1 个公社的稅收工作。在建所初期，一

个突出的问題是干部普遍不安心做农村稅收

工作。有的强调身体弱，嫌在农村跑路多吃

不消；有的认为稅收工作沒出息，要求调換

工作岗位；等等。思想松松垮垮，样样也松

松垮垮，政治学习沒心思，工作 也 缺 乏 生

气。所里虽曾做过一些思想工作，但收效不

大。
1963年 3 月全所同志学习了雷锋同志的

先进事迹。在学习中，讨论了这 样 一 个 问

題：雷锋为什么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

不平凡的事迹来？经过反复议论，大家认识

到，雷锋同志之所以 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

义战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

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于是有些同志就

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要求，所領导因势

利导及时组织了《毛选》学习小组，开始学

习毛主席的著作。他们学习的基本方法是带

着问題学，理论 联 系 实 际，学一点，用一

点。这样学，学一次就有一次收获，收到立

竿见影的效果，越学兴趣越浓，学习的自觉

性也越强。从1963年 4 月 5 日起，除集体学

习了21篇文章外，全体同志又各自选读了一

些文章。由于全所同志坚持勤学苦钻和活学

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在提高觉悟和改进工

作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漕河泾稅务所同志们学习毛主席著作，

主要取得一些什么收获呢？

第一，促使干部踏上了革命化的道路。
所里针对干部存在的思想问題，先组织干部

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将

革命进行到底》等几篇文章。通过学习，大

家认识到，一个革命干部不应该怕艰苦，图

安逸，计较个人得失，要像张思德、白求恩

同志那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原来强

调有关节炎，怕跑路，不願当农村专管员的

裘永良同志，感受很深地说：“白求恩同志

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

的革命事业贡献了生命，而我在农村跑了几

里路，心里就不愉快，闹情绪，想调工作，
实在不像话！ ”后来，他向所长表示： “我

人在漕河泾工作，每天要回家，花 在 路 上

二、三小时，对工作对学习都不利，决心住

到所里来。”。他说了就把铺盖搬到稅务所

来了。从此，他对毛主席著作越学越有劲，

觉悟日益提高，立志要红在 农 村，专 在 稅

收。前年 9 月份，所内 集 体 学 习了《实践

论》，其中毛主席谈到“无论何人要认识什

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 生 活 于

（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沒有法子

解决的。”这句话给了他新的启发。他说：

“我的工作地点是梅陇公社，离所有10几里

地，我住在所里每天来来去去，沒有完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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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于我的工作实践的对象之中。”于是他就要

求住到公社里办公。这样，由于作风深了一

层，人头熟悉了，关系密切了，工作也更有

起色了。前年仅清理屠宰稅，就查补 了 139

只羊、17头猪、一头牛的稅款，收的稅也比

上年增加了很多。1963年12月，他参加了农

村社会主义敎育政策的学习，当他学了毛主

席讲的认识上的两个飞跃和 一 切 要 依靠贫

下中农的指示后，便联想到稅收工作如何来

依靠贫下中农，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他就

进一步要求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他住到贫

下中农家里后，白天与农民同劳动，幷在地

头休息时，给农民演唱自编的歌子，来宣传

稅收支援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他利用早晨、

中午、晚上的时间访问农民，了解情况，查

补稅款。裘永良同志由怕跑路，不願当农村

稅收专管员，而到“三搬铺盖”，扎根于贫

下中农之中，正是因为他学与用结合得比较

好，他学到一点，就做一点的结果。
不仅是裘永良同志有转变，其他同志变

化也很大。管集体企业的专管员 潘 玉 涛 同

志，原来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正像他自己所

说： “过去看报纸只看新闻大标題，看文娛

节目、小品文津津有味；看文艺小说精神振

奋，看政治书籍直打瞌睡。”自学习了雷锋

事迹后，他不仅检查了上述思想倾向，幷由

衷地说：“人不学习就落后，就 会 迷 失 方

向。”他从此不但认眞读毛主席的书，而且

每读一篇都要对照检查自己。他在学习《为

人民服务》时读到： “…我们如果有缺点，
就不怕別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

们就改正。”这一段话，鼓舞了他改正缺点

的勇气，他再三检讨了帮助父亲以高价卖出

6 斤芝麻的错误行为。他在学习《中国共产

党在民族战爭中的地位》时读到： “自私自

利…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

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根据这一段话，他认眞地批判自己有过打小

算盘的个人主义。他检 讨说：“我 曾 打 算

买辆自行车，骑着上下班，每月还可以 拿到

5 元錢的上下班交通补贴，两年一过，车子

凈赚。”他深刻认识到这种打个人小算盘的

思想是可鄙的。以 后他不仅自动放弃了每月

5 元錢的补贴，而且处处积极努力，克己奉

公，埋头苦干，注意节约。他在梅陇公社稅

务所时，一度和毕最甫同志团结不好，也根

据毛主席所说： “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

军中，应该成为…內部团结统一的模范”这

一句话，认眞检查自己的缺点，主动团结了

同志。由于他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能初步做

到：读书、检查、实践、学以致用，眞正用

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做到了工作第

一，公而忘私，正确执行政策，对人热忱团

结，因而被评为上海市財贸系统1963年的六

好职工。
第二，增强了阶級覌点。前几年有的同

志由于阶级覌点糢糊，他们认为，小商贩戶

小稅源少，只看到“小”字，沒有看到 “私”

字，以 为阴沟里翻不了船。看到农村中有少

数人弃农经商也熟视无睹。他们经过了社会

主义敎育后，认识提高了，尤其是他们学习

了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丢

掉幻想，准备斗爭》、《将革命进行到底》

等文章后，认识到对待任何社会现象，都要

有鲜明的阶级覌点，稅收工作是处在对私斗

爭的前线，要用阶级分析方法覌察问題，对

一切资本主义势力展开斗爭。管小商贩的毕

最甫同志学习《中国社会各阶 级 的 分 析》

时，读到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

友？这个问題是革命的首要问題。…不可不

注意团结我们的眞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

眞正的敌人。”从这些话里，他体会到对小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商贩不能一视同仁：要用阶级和阶级斗爭的

覌点去分析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要依靠成分

好、守法经营的商贩来进行工作。于是他对

所管78戶小商贩逐戶进行了调查摸底，发现

小商贩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有的是地富分

子，有的是解放前的失业工人，等等。根据

所了解的情况，他物色和培养了 成 分 比 较

好，对纳稅有一定认识的12个小商贩作为协

稅力量，工作效果很好。有的同志配合农村

社会主义敎育运动，揭发了一些问題，引起

了領导的重视，幷及时处理了这些问題。
第三，加强了生产覌点。管集体企业的

专管员，原来对稅收促进生产的作用，是认

识得不清楚的。他们曾说：“我们想促进生

产是‘皇帝不急急太监’，有啥用。”还认为：

“企业党政領导、財务人 员都是专门管生产

的，难道一个专管员比人家高明？ ”因而往

往是查查补补，重查轻管，以收稅为主，不

关心生产。他们于前年冬季学习《矛盾论》

时，即用外因与内因关系的道理，联系到稅

务人员能否促进生产的问題进行了讨论，认

眞領会了主席所说的 “唯物辯证法认为外因

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

过内因而起作用”的道理。他们 从 这 句 话

里，懂得了稅务部门对于生产单位来说虽是

外因，但应当尽量创造外部条件，去推动内

因发生作用。紧接着又学习了《开展根据地

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抗日时

期的经济问題和財政问題》等文章，对发展

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毛主席的“未有经

济不发展而可以 使財政充裕”的指示精神，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还根据毛主席说的

“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

众要粮要款的覌点（国民党 覌 点）是 错 误

的”这句话检查了思想，认识到稅务部门不

单要向企业征收稅款，而且还要帮助企业改

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他们就在这一

思想的指导下，结合本身工作深入企业，采

取跟班劳动办法，摸清供产销每个环节上存

在的问題，幷针对这些问题帮助企业建立切

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工业专管员潘玉涛同志

帮助了 9 个社、鎭办企业建立了制度。其中

木器生产合作社由于制度混乱，购进木材乱

堆乱放，領料手续不健全，余料不论多少概

不退回。潘玉涛同志对该社管理人员进行了

多次启发说服，动员他们下决心改变这种情

况。同时，他又亲身参加劳动，同企业管理

人员一起，对每根木材都进行了丈量，每块

木料都标好了规格尺码，分类整理，排列整

齐，幷建立了相应的制度。现在已做到进料

清，領料清，退料清，帐实相符。商业专管

员朱宣生同志，也帮助10个企业建立和健全

了制度，加强了经济核算。现在他们正在帮

助企业搞好管理工作的基础上改 进 稅 收 工

作。
第四，培养了好作风。学好 毛 主 席 著

作，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培养一个好作风

的思想基础。通过毛主席著作和解放军“三

八”作风的系统学习，所内开始出现了艰苦

奋斗、敢打硬仗的好作风。如毕最甫同志学

习《愚公移山》后说：“愚公能把山移走，

而我所管小商贩的欠稅，老是旧欠不清，新

欠又来，我一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攻掉这

个欠稅堡垒。”他就采取多跑勤催、赶早带

晚调查摸底、逐戶说服的办法，经过 5 个多

月的奋斗，终于在前年 9 月份全部清理了小

商贩的欠稅。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一鼓作

气、一干到底的好风气也初步形成。他们去

年 3 月学习了解放军“三八”作风中的 “紧

张”作风，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

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后，全所一致提

出要集中力量实现房地产稅按期入库和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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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自行车牌照稅。对去年第 2 季度的房地

产稅，除了专人做好各项工作外，在限期最

后两天内，集中全所力量，一鼓作气，奋战

两天，将私产戶的房地产稅全部纳库。这是

建所以 来第一次实现了房地产稅如期交库、

无滞无欠的。由于他们转变了作风，鼓起了

干劲，因而在前年超额 8.5% 完成稅收任务

的基础上，去年又做到月稅月清，幷在执行

政策的前提下，超额完成了稅收任务。
漕河泾稅务所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方

面，虽然取得一些效果，但他们不以 此为滿

足，他们准备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学好毛主

席著作，不断改造思想，不断改进工作，在

毛泽东思想红旗指引下继续前进！

“三肇”地区財政部門的比学赶帮运动

黑 龙 江 省 財政厅
  松花江专署財政局

工作組

黑龙江省肇州、肇东、肇源三个县的財

政部门，从去年年初以 来，在毛泽东思想的

指引下，大学解放军，大学大庆，大学先进

经验，努力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思想革命

化，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 “五好”为中心的

比学赶帮运动。这个运动反映了財政部门的

特点，生气勃勃，效果显著。
“三肇”地区財政部门的比 学 赶 帮 运

动，经过将近一年的实践，逐步形成了内外

结合、互相促进的作法。即县財政部门内部

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比学赶帮运动相结合，

本县和毗邻两县財政部门的比学赶帮运动相

结合。他们深深体会到，前一种结合之所以

必要，是因为县財政部门是综合性的部门，

内部工作上的差距，往往是企业、事业单位

工作上差距的反映，因此，財政部门本身的

比学赶帮运动必须同企业、事业单位的比学

赶帮运动结合起来。后一种结合 之 所以 必

要，是因为各个县財政部门的工 作 有 共 同

性，而在各项工作上又互有长短，县与县之

间开展互帮互学、交流经验的活动，就可以

使工作水平得到共同提高。

这三个县財政部门內部比学赶帮运动的

组织形式，主要是股与股、人与人的“一对

一”对口对手賽。股与股之间采取“取长补

短”的办法，订立学帮规划，互相促进。肇

源县財政局企业財务股，学习预算股活学活

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增强了三大覌点，改

变了过去到企业进门查帐、开口 要 錢 的 作

风。肇州、肇源两县去年上半年 都 通 过 评

比，树立了“五好”单位样板。人 与 人 之

间，采取自找对象、自定内容、自定措施、

自定时间，領导穿针引线的方法，先进带后

进，骨干带一般，旣帮思想，也帮业务，按

月订规划，按月检查，互帮 互 学，共 同 进

步。肇州县財政局预算股林耀先和李广林两

人结成了对手賽以 后，找到了各自的差距，
通过互帮互学，林耀先同志扭转了过去不願

做財政工作的思想，李广林同志克服了过去

看自己长处多，看別人长处少的缺点，两个

人都有了进步，去年上半年都被评为该局的

“五好”干部。
他们內部在全面开展股与股、人与人之

间的比学赶帮运动中，突出地抓了以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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