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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何 须 离 任 时

赵长宝

近年来，为加 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遏制各种不正 之风

和腐败现象，避免“用人失察”，各地相继采取 了对领导干部

实施离任审计的举措，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一些失职 渎职 者

受到惩戒，尽职敬 业、政绩突出者得到褒奖。笔者在为这一

举措拍手叫好的同时，心 中也不免有些遗憾。
审计的根本目的不是为 了 处理人，而是为 了教育人、挽

救人，从而使 国家、集体财产免遭重大损失。时下，有些领导

干部，求职时信誓旦旦，一表其清，二表其能，忍辱负重之 态

俨然，一旦拿到“官票”，坐稳 交椅，往往对先前许过的愿忘

得一干二净。他们在其位 不谋其政、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贪

污挪用，致使国 家、集体财产蒙受损失，败坏 党和政府形 象。
而此 类官仓老鼠却往往能全身而退，或平级调动、易地发

财，或光荣退休，风风光光拍拍屁股就走。

人是会变的，那些腐败 分子在任命

考察前往往是优 秀的，但身居官位后 ，忘

乎所以 ，放松政 治学习，放松 自我约束和

思想改造，结果蜕化 变质。干部升迁、平

调也好 ，辞职、免职、离退休也好，进行严

肃的 离任 审计是必要的；但 为 了监督领

导干部，只 采取这个办法，似 乎太显单

薄、滞后、被动。
报载某地倡廉又 有新举措，即建立

起领导干部在任 经常性审计制度，定期

审计账目 ，及时掌握情况。笔者呼吁各

地、各部门不妨借鉴一下，建立起领导干部在任 经常性审计

制度。如 果能够这样做，令人“惊讶”、“惋惜”、“震惊”的事件

肯定会 少得多！
干部管理是一个全方位 、经常性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的

过程 ，具有一定的 系统性 和连续性。因此 ，将审计手段引入

对干部的监督与管理 ，就要贯穿于对领导干部任 前、任 中、

任后管理的全过程，实行全程审计，认 真把好“三关”。即：选

用 关——避免选用失察、失误；监督关——防 患于未然；责

任 关——分清经济责任。总之 ，审计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

使 用、离任、评选先进、奖惩兑现的必经程序，而 不应仅拘泥

于离任 这一环 节。
（作者单位：江苏淮安财政局）

责任编辑  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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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行会的建 立

吴永蓝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行规。会计虽

然属于第三产业，但毕竟也是一门行

业。会计人员也是社会的一支专业队

伍。这支队 伍人数 还不 少，其中包括：

会计学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会计

科学研 究人员 ，会计新闻编辑出版人

员 ，企业里的 高级 会计师、会计 师、助

理会计师、会计员，以 及 中介机构的

CPA等，总数达1 200万人以 上。
最苦的是企业会计人员，他 们中

的许多人是打工 族，谈 不 上是企业的

主人。
会计人员的权利，虽 然在国务院发布的《会计人员职权

条例》以 及新《会计法》中都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实际

工 作中，会计人员的个人权益，常常得不到保 障。特别是在

一些非国有单位 ，有些人认为会计 坐着不 动，很省力 ，因此

相对于其他人员 ，工 资给得很低 ，奖金给得很 少，当政 府有

关部门 来查账时，会计人员如 提供了真实情况 ，就会遭到打

击报复，甚至打骂侮辱，动不 动就请“另谋高就”。万一失业，

自己还得到处求爷爷告奶 奶。
且 不说 中西部地区，就是在东部沿 海，在大量的私人企

业里 ，主管会计的 月 工 资仅 600-800元 ，有的 甚至只 给

400-500元，出 纳 员的 月 工 资仅400-600元，还有的只 给

300元，大部分企业还只 发半薪，拖 欠工 资千年不 赖 万年不

付，遥遥无期。生病住 院 医药 费不报销，女 会计产假也得不

到保障，老板也不替职 工 交纳养老保险 费。老板动不动就

说 ，愿做就做，不做请走。
工 作条件差，有的私人老板 为 了省钱，会计人员 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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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 用品 也不 买，更不说 购 置计算机、打印机和财会软件。
别说上因特网 了，买一台装订机还要磨半天嘴皮，甚至有的

老板还说不要买计算器，买把算盘就行了。
有关财务会计的新制度、新知 识的学习班，有的老板也

不肯花钱让会计人员参加 ；有关财会税务的报纸 杂志，有的

老板也不肯出钱为财会人员订阅。难道我们的会计知识 、会

计技术真的就 那么不值钱吗？

由此 看来，会计人员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行会，联合行

动，保障和维护 自己的正 当权益，当有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时，行会要出 面伸张正 义。行会经费由会计个人自

己交纳，不仰人鼻息。
我国已经有了中国会计学会，但那只 是一个学术团体，

且限于会计师以 上的人员参加 ，与广 大的会计人员的个人

权益无缘。现在企业老板有企业 家协会，编辑记者有新闻工

作者协会，在我国即将加入W TO之际，会计人期待着建立会

计人员自己的组织——会计行会。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熟市辛庄镇）

责任编辑  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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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谁？谁清算？

楼宇然

近读《说清算》一文（刊《随笔》第5期，作者邵燕祥，下称

“邵文”），短短千字，但颇有哲理性 ，尤在针砭当今腐恶上颇

有见地。“邵文”指出：“机关企业，都有搞清算的部门，问题

是少了真正的‘清算精神’”。“一个单位几本账，这是公 开的

秘 密。谁揭发谁倒霉。因此随邦唱影者众，并不都是坏人。这
也不是腐败么？裹挟在腐败 大潮里的 ，包括不 少这样的人。
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具体到一个单位，若是腐败 势力 占

了主导地位，谁不 同流合污就 受推挤，起来斗争的则几 乎必

受打击以 至名誉侵 犯、人身伤 害”。“邵文”认为：“要说‘清

算’，该是从玩数 字游戏的地方算起。凡是有糊涂账的地方，

都是应该‘清算’的。一切腐败和恶行，都建立在维护糊涂

账，并使人们越弄越糊涂的基础上”。
我完全赞同上述观点和主张。发扬真正的“清算精神”，

确是反腐惩贪的迫切必要。“维护糊涂账”，“玩数字游戏”，

搞欺上瞒下，搞“此地无银三百 两”，“明有贪污不挨惩”的恶

行可不 少见。你稍为 用心观察和思考，稍用脑筋分析和质

疑，就不难发现在糊涂账掩盖下的某些人，当 然是指有权

人、为官人在“越弄越湖涂”中大发横财。想一想，忖一忖，他

们的 工 资收入并不 高，工作年限并不 长，家中没有印钞机，

国外没有富朋友，何能做到“工 资基

本不 用”、“名 烟 名 酒 不断”，明的暗

的 买房造屋 ，并且装璜高雅、设备齐

全，其币从何 而来？还有隐性的、暗

藏的财富也是天 知 地知 他 自知 ，旁

人实在无 法知。说 穿 了这些赃财邪

富还不是从权中来？他 们 可以 通过

招工 转干，买官卖职致 富；可以 通过

放 贷、批 贷、拨款 致 富；可 以 通过发

包工 程，拍板立项 致富；可以 通过帮

助 减刑、减罚、减税、减费致 富；甚至

逢年过节、生病住院都是致 富之 道。
尽管此 类贪官已有不 少通过清算罪

行败露先后 落马，步入绝路 ，但是 又

无 可否认，从东 南到西北 ，从城市到

乡镇，从机关事业单位到企业，从大

官到小官，确 实还有一些用权致富的贪官污吏被糊里糊涂

隐瞒着，还在安逸逍遥着。若要清算，他 们 当是先行的被 清

算对象。
问题是谁来清算？清算是“革命”，要革贪官污吏的命，

谈何容易！仅让老百姓、无权辈去清算，结果无疑是谁清算

谁倒霉，包你没有好 下场。仅让做具体工 作的人员，即会计、

出纳、统计、稽核 者去清算，即使清算的本事会飞天，你若要

清算到上司 头上，对不起，请你靠边、下岗。叫你“顶得住”而

“站不住”，罚你惩你没商量。看来，要想张扬“清算剑”，发扬

真正 的“清算精神”，除 了要擦亮群众的眼睛外，有权清算的

执 法、执纪、执审计的部门 必 须行动起来！这叫“权力决定一

切”。但是有个前提条件，这些“清算人士”必 须 自身清廉过

得硬。从根本上说 ，必须依 法治国，从严 治 党决心强，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广 大百姓 天 天 日 日、真切期盼

着的反腐好前景。

（作者单位：浙江诸暨光明路 81号）
责任编辑  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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