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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廉洁奉公

  精心管家理财

——83235 部队财务科廉洁理财的事迹

陈照明

83235 部队财务科是一个只有 4 名 工 作人员，却

司管着上千万元经费的中层财务机构。近几年来，在人

少事多、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始终把“正行业风气，树行

业新风”作为加 强自身建设的突破口 ，坚持廉洁奉公，精

心 理财，使全部队财务系统连续 21 年无经济案件，连续

12 年无财务干部和司务长因经济问题受纪律处分；财

务科连续 4 年被军区后勤部评为“财务管理先进单位”，

被军区和总部评为“后 勤建设先进单位”和“全军财务科

研成果一等奖”。1995 年 10 月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

上，该科被财政部授予“全国财会工作先进单位”的荣誉

称号，并在会上作了典型经验介绍。

在感情与原则的边缘地界，始终把财务规章制度作

为“警戒线”来守护，做坚持原则的“哨兵”

多年的实践使他们感到：在感情和原则的边缘地

界，作为财务干部任何时候不能让感情超越原则、替代

原则，否则就会干出违反财务规章制度的事情。
在他们的心 中，财务规定就是铁铸的界碑，违反原

则的事说啥也不能办。去年 10 月，一地方厂家的技术人

员为某事业部门安装一种仪 器后，揣着 6 500 元的发

票，在事业部门内勤人员的陪同下，要求用现金支付。
但军队银行现金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凡超过结算起点以

上的资金支付必须通过银行转帐结算。当来者听到财

务科讲明情况后，就编造理由 说：乘车的票钱是自己掏

的，仪器的资金也是自己垫付的，如果这笔资金不直接

带走，家里就揭不开锅了。事业部门的同志也在一边帮

着说情：“厂家这次情况特殊，还上门来提供售后服务，

就用现金付了这笔帐吧！”然而，不管怎么软缠硬磨，他

们都耐心 解释：部队有规定，不能因为你的情况特殊就

破了部队的规矩。一席话说得来人无言以 对，只得怏怏

而去。

原则不能被感情所代替，宁做“黑脸 包公”，也不当

“过路财神”。去年 8 月，财务科组织对岗位性、补助性津

贴专项检查时发现，由于某些司务长理解上的偏差，一

些由机关下基层任职的同志因家属未随同前往，享受了

按规定本不该享受的夫妻分居补助费。这些下基层任

职的同志，过去有的是他们的领导，有的是在机关工作

多年的同事，多年来相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知情人

找到检查组说：“在一线带兵摸爬滚打，探亲假享受不

了，公休假 又休不上，双休日也难休完整，每月 10 元钱

就算一种补偿，你们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财务科的

同志也知道这些干部在基层带兵确实不容易，但情形相

同的干部全部队有上千名，仅 少部分人享受补助不合

理。感情归感情，原则不允许的事，坚决不能干。检查结

束后 ，他们在明确限期停供补助的同时，还开出了对过

去已领月份的收缴通知单。对此，有人认为他们太不尽

人情，甚至还骂了他们，但由此捍卫了原则，他们感到心

里很踏 实。
在原则问题上不能搞变通，一是一，二是二，没有

“灵活”可言。这几年，为了加强标准经费的管理，财务

科成立了“物资保障中心 ”，实行通用物资器材的统筹统

供。然而，在该中心 成立的初始阶段，他们就遇到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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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问题上能否灵活 变通的考验。1994 年 8、9 月间，一个

事业部门编制了一份“物资采购计划表”，所购物资是一

种精密的 器材，计划备注栏注有“自行采购”。根据申请

计划的特殊要求，他们经过反复研究论证，认为该 器材

确需专业人员采购才行，就开出了“委托采购通知 书”。
采购人员回 来到财务科签字转换发票时，他们发现器材

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较大，便告知对方此票有疑待

查。此话一出，从采购者慌乱的神色中察觉出票额有

疑。原来，事业部门从编造计划开始就打起了“小集体”

的算盘，想利用这次 自行采购之机为单位装备一台照相

机，以 逃避贵重物资登记和集中保管，于是将一台价值

1 200元的照相机进入了购置器材发票之 中。很快事业

部门的领导也从后台走到了前台，找到他们说：“我们两

家多年来关系一直不错，照相机之事我们都已变通过

了，你们就灵活灵活吧！更何况我们不是为了 个人，也

是为了单位使用方便，现在有个物保中心 又是登记 又是

集中保管，着实不太方便。”一句话道出了这个单位对

成立物保中心的不理解和弄虚作假的真情。他们感到，

互相之间关 系好归好，支持归支持，但这是虚开发票、隐

瞒真情，是一种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对此，他们

一方面从物保中心自身找原因，在加 强服务质量上狠下

功夫，尽可能以 快捷、优质的服务赢得机关支持；另一方

面，对这个事业部门弄虚作假的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

对采购的器材重新开了发票，对增加的采购照相机一事

重新履行了“贵重物资”审批和登记手续。
坚持原则必须做到，属于自己分内的事，一定要管

好。去年 10 月的一天，一项已经主管机关审查和核 实的

1.89 万元零星工 程的决算和报销单据摆到了他们的案

头。他们在核销中发现 了三个疑点：一是按部队规定超

过 4 000 元的零星工程，工 程预算需经财务部门审查、

分管首长签字后方可组织建设，此单据没有与之相关的

手续；二是此 工 程在施工过程中利用了部队的废旧 物

资，在决算中却未发现扣减此项开支的内容；三是该工

程决算标价比其它工 程决算标价高出 30% 以 上。为解

开疑团，他们深入现场追根溯源。经过缜密的查、看、

算、核，整个工 程的 实际造价终于出来了 ，仅此一项就拧

掉施 工 队 9 600 多元高估冒算的水分，核减率达 50%

多。虽然他们这样做得罪了地方施工 单位，主管部门有

些人对他们也有意见，但他们感到，能为部队减少近万

元的开支，即使自己再辛苦，冒的风险再大也值得。

在公与私的临界点上，始终坚持严格要求，按财务

规章办事，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公私分明是财务干部起码的职 业道德要求，也是干

好财务工作最基本的条件。多年来，财务科的同志始终

把它作为立岗之本。去年暑假期间，财务科有两名助理

员参加 某学院举办的为期 15 天函授学员 面授，按规定

不是因公 出差每人每天只 能补助 8 元。说 句实话，作为

管钱人即使每天按 15 元补助了谁也不会知道，然而归

队后，两名助理员都按规定报销了他们应报的那部分，

其它的由自己掏了腰 包。多年来，科里领导和工作人员

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廉洁奉公的传统却一直没有

丢，有时即使吃 了亏也不吱声。去年初春，为了给物保

中心 提供市场信息，根据部队首长指示，由科里马助理

与驻地请来的 两位物价部门的同志一起，先后到徐州、

连云港、淮阴、临沂了解市场行情，马不停蹄地奔波了 4

天。最后一天晚上快 7 点了，忙了整整一天还没有顾得

上吃顿饱饭的马助理一行已经是饥肠辘辘了，特别是地

方帮忙的两位同志，不计报酬为部队服务，从感情上实

在有点过意不去。于是，马助理请地方的两位同志到一

个体饭店吃了顿饭，可归队后马助理员就是不提报销的

事。
家庭困难再大，用钱再急，也不搞近水楼台先得月

的事。去年 6 月，在安徽阜南老家休假的李助理，听说 家

里要盖新房特别高兴。20 多年了，老家周围的住房从茅

草房变成了砖瓦房，平房变成了楼房。可自己家父母兄

妹一家 7 口人，仍挤在破旧低矮的房子里，李助理一直

感到过意不去，但也无能为力。快归队的一天晚上，母

亲把儿子叫到身边说：“过去为培养你读大学，全家人把

精力都花在你身上，新房马上就要动工 了，算来算去还

差 3 000 元，你现在有出息了，成了管钱的官，回 去跟你

们领导说说就临时借用一下，不出一年就还上。”李助

理感到，母亲要求自己帮帮家里并不过分，可自己这些

年又是上大学，又是结婚生孩子，根本就没有什 么积蓄，

哪有能力资助家里盖房子呢？公款私借，是万万要不得

的。他耐心 开导母亲说：“私借公款是违反财经纪律的，

你也 当 过生产队 会计，你能让 我去干违反规 定的事

吗？”后 来，李助理回 到县城与妻子一商量，把仅有的

1 000 元存款取了 出来，又走东奔西到同学好友处借，

才凑齐了 3 000 元。这几年来，他们科 4 名同志先后正

确处理了 6 起与之相类似的事情，没有一人因家庭的需

要向公 家借一分钱，也没有一人多报一趟车票，多拿一

份补助。
有利可图的机会再多，也不越雷池一步。财务部门

年与钱打交道，要想谋点私也不是没有机会。可他们深

知，作为财务干部即使机会再多，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去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与总后 勤部准备共同发文对部队

的预算资金实行有息存储，正在酝酿之中的事宜，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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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得知后迅速传开。一时间，驻地各家银行的领导纷

纷出动，接二连三地到部队，使出浑身解数在财务科身

上打主意。有的要请吃联络感情，有的打探口 气想“意

思意思”。面对这种情况，财务科严格按总部文件要求

办，任何单位、任何人都没有从他们这里拉走存款。有

一家银行先后 8 次派人请他们吃饭都被一一回 绝了。今
年，财务科有一位同志生病后在家疗养，一家银行派营

业部主任以探望病友的名义送来 1 000 元的红包。第二

天一早，生病的同志就委托科里的另一位 同志专门前

往，原封不动地把红包退给 了对方。

在权力和义务的交叉路口，始终摆正自己“参谋、管

家”的位置，做“面向基层、服务部队”的贴心人

权力是组织赋予的，寄予着信任和厚望，任何时候

都不能做对不起组织的事。对他们来说，有多大权力就

有多少义务。每年虽 然有几十个门类的上千万元的经

费从这里拨付和核销，但不管经费多少，权力大小，他们

都始终不偏离为基层服务、为广大官兵服务这个轨道。
这几年，部队有预算外存款 300 多万元，一年的存款利

息就有几十万元，按理说财务部门动用一些经费搞一点

基础设施建设，武装一下自己也未尝不可。可他们觉

得，基层比他们更需要经费，哪怕自己勒紧裤带，也不能

让部队过苦日子。他们坚持现有的办公设施能用的则

用，能修的则修，从加 强维护保养上延长使用期限。对

于存款利息，他们全部打入单位 家底，每年向党委建议

拿出 30 万元用于基层最急需的项目建设，以 改善基层

的物质文化 生活条件。
只要属于基层的经费，一分也不克扣。这几年，他

们先后接到上级 38 个用于基层建设的核销通知书，而

每一笔经费都得到了较好地落实。去年 8 月，军区核给

部队 80 万元农副业生产投资经费，按照军区规定这笔

经费一定要落实到具体单位、具体项目上，不得挪作它

用。但部队也有实际情况，为了发展农副业生产，军需

部门留下了 17 万元的窟窿，一直挂在帐上难以 平衡。接

到这笔经费后，他们也想过不如先平帐后再分配算了。
可仔细一想，总感到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关系到执

行上级指示坚决不坚决的问题，也关系到对基层的根本

态度问题，最终将这笔经费一分不少地落实到了基层，

为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权力与责任成正比，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责任，任

何时候都不能让人民的血汗钱白白流失，保证使有限的

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是理财人的责任。这几年来，财

务科大胆地进行了标准经费“四 全管理”改革，在计划使

用经费上积极当好党委、机关和部队的参谋。在经费使

用控制上，率先在全军创办了“物资保障中心 ”，实行了

物资统购统供。“物保中心 ”自 1994 年 3 月运行以 来，从

批零差价中取得直接效益 119.63 万元，同时还堵塞了

漏洞，防止了违纪问题的发生，促进了基层党风廉政建

设。在经费的节约使用上，他们率先提出并在部队 广泛

开展了“算好每一笔帐，花好每一分钱，用好每一件物，

把好每一道关，办好每一件事”的“五个一”节约活动，把

该花的钱用到刀刃上，把不该花的钱压 缩到最低限度。
在经费的使用监督上，建立全方位监督机制，多法并举、

多管齐下，以 有效的监督形式，提高广大官兵执行财经

纪律的自觉性。1996 年，在该部队纪委的一次形势分析

会上，他们提出了加 强机关食堂财务管理的建议。纪委

根据建议，组织工作组，对机关食堂的收 支情况、家底情

况和执行财经纪律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对查出的

问题，分别进行研究，及时制定了解决办法和改进措施，

消除了机关食堂影响廉政建设的“死 角”。

近几年来，财务科在管家理财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做 了很多工 作，得到上级 党委和首长的充分肯定。先后

有 1 人荣立二等功，4 人次荣立三等功；1 人被总部、军

区评为“财务工作先进个人”，1 人被军区和集团军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纪检工作者”。他们通过廉洁

理财，为部队的全面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  秦中艮

百花园

会计荣光一枝花

——赞王亚楼并与同行共勉

黄汉成

（一）

同行荣光一娇姿，

鞠躬尽瘁早长辞。
守职无疑应本分，

“尺码毫厘”赖众持。
（二）

清白做事正 堂人，

恪尽职守无悔恨，

名利淡泊事业重，

家国兴昌感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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