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讯

一位财苑老兵的追求

——记北京供电局副总会计师吴造堂同志

郑维桢  王绪才

电，联系着千家万户。

北 京供电局，管辖 着

整个 北京的 工业、民用 用

电，与首都工农业生 产 和

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息息

相关。吴造堂，北京供电局

高级会计师、副总会计师，

就是这个特大型供电企业

的理财带头人。由 他设计

提出的“价值当量、增利分

解”内部利润分配方案早已蜚声全国电业界。但知 道他

只有初中文化程 度，通过艰苦自学，完成财会大学课

程，最终成为全国特大型供电企业总会计师的人恐怕

不多。他 在财会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 40 年，反映了一

位财苑老兵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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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初期，18 岁的吴造堂便从河北来到北

京参加工作。40 年过去了，他仍操一口 浓重的 乡音：“我

是一名普通的财会工作者，一辈子和算盘、数 字、报表

打交道，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我总是认 准一个

理儿 ，干一行就 要爱一行，专一行。干啥就要象啥。”他

说得很朴素、实在。岁月在吴总的面孔上留下了道道皱

纹，双鬓也 已银霜抹染，这是 40 年艰辛历程留下的印

记。

1952 年，吴造堂走上 了电业财会工作岗位，当时他

的文化水平仅仅是小 学毕业，通过上 业余学校 才达到

初中程度。在接触财会工作时，他很快就 察觉到自 己的

文化知识和财会专业知 识水平远远不适应财会工作的

需要：由 于不熟悉借贷记帐 原理，处理会计事项时，整

天抱着制度犹如查字典，比 着葫芦画瓢。。由 于业务不

熟悉，也常常发生张冠李戴的差错。怎么办？他下决心：

干中学，学中干。他利用全部业余时间，加紧自学财会

知 识，对会计原理、工业会计、财会制度等书刊和文件，

逐条逐项地对照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领会，不懂就

向师傅请教。就这样，他终于达到了有问必能答，一看

就能做的得心应手的程度。现代大型企业的财会工作

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加减乘除，不论是进行经营预测，还

是搞量本利分析，都需要运用现代高等数学、经济活动

分析和管理会计等知 识。于是，吴造堂又自学了大学财

会专业的全部课程，达到了一个大学财会专业本科生

的水平。

1987 年，已担任供电局财务科长的吴造堂，被北京

市总工会评为“北京市职工自学成才标兵”。在他的先

进事迹材料中这样写道：吴造堂同志原只有初中文化

程度，利用 业余时间，自学 了大学财会专业的全部课

程，坚持学以 致 用，研究提出供电企业内部利润核算方

案，使企业经济效益逐年递增 20% ；还为全国供电局长

经济管理班讲课两期，每期 24 讲，撰写 了 8 万 字的讲

义，又主编了《供电企业经济效益》一书，另有十几 篇专

业论文被报刊登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作为供电局主 管财务、电 费、审计、经营的副总会

计师，他工作十分繁忙，由 于他在电力 系统具有较高的

知名度，所以 一些大学邀请他讲授电力经营管理，并请

他担任研究生的论文指导老师。1989 年，在吴总指导下

的一位研究生写出了高水平的毕业论文，受到论文答

辩委员会的赞赏，成为许多单位争着“抢”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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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供电企业是电力工业电

能商品 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生产和销售环 节。过去将“发

电、供电、用电”混在一起的大锅饭式的核算办法，弊端

很多。于是，吴总向局领导分析说：“供电企业不管自身

的经济效益如 何，只按 上 级 要求的几 项技术指标进行

考核，能安全生产，完成几 项指标就 算 完成 了任务，这

是不够的，如 不重视经济效益就会造成巨大损失。而要

想提 高经济效益，就必须实行内部经济效益的考核，建

立电 力销售内部利润核算体系。”局领导听后，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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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见，吴总便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首先，对郊区县供电局、工程处、路灯管理处等 12

个基层单位试行了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 制。接着又对

输、变、配、用、调度等专业性较 强的主要生产单位，实

行综合性经济效益考核办法。最终提出了他的“价值当

量、增利分解”目标管理方案。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和

做法较为复杂，但 吴总作了通俗易懂的描述：首先以 上

年实际 完成利润为基数，与内部利润有关的各项技术

经济指标相比，求出“量本利”和有关数据后，再找出因

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变化 而影响利润变化的数 量值，最

后再从各项指标的绝对值中，求出增利的上限和下限，

即为弹性利润目标值。这一目标值中对利润影响最大

的主要因素是，售电量、供电量、线损率、供电价、售电

价，固定成本，外购电量。这 7 个因素的相关变量与利

润之间是函数关系，从它们之间的变化影响中，求出影

响利润变化的当量，有了以 上数据后，再根据各项经济

指标在每个生产过程中的数量值，求出输、变、配、用等

生产单位的增利数额，形成增利任务的分解，这样使指

标与利润挂上 了钩，从而能提高人人关心 经济效益的

自觉性。

吴总的这段话，虽然只有寥寥数百字，但对于搞财

会工 作的人来说，却是珍贵的。这里面留有他奔走调查

的足迹。

供电局每年要供电上百亿度，用户涉及几十万，仅

电费的抄、核、收、入帐一项，其工作量就 相当庞杂。手

工操作的会计核算，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致使财会

工作无法顾及参与管理活动，严重影响 着财会职能的

发挥。此时的吴总想到了会计电算化。他率先自学了财

会电算化专业知 识，通过不断向专家请教，终于掌握了

电算化这块硬骨头。他 亲自主持设计了供电局下属十

几个单位的财会电算化工作模块。局财务科还开展了

日利润预计工作，初步形成了全局的电 力销售利润核

算体系，为局领导及时掌握经营趋势，采取科学决策提

供了依据。目前，供电局从凭证到帐簿、报表、会计分析

均能利用计算机一次 完成。供电局的领导和同志们说：

“我局在全国电 力 系统率先采用财会电算化，吴总立下

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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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总整天与帐表数字打交道，深知 财会数字不是

普通的阿拉伯数字符号，是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所

以 ，他对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用在刀 刃上.对生产

经营需要的资金，他 千方百计筹措；对铺张浪费的开

支，哪怕是几分钱，也 坚决抵制。每年一次的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查，供电局从未发生过重大违纪问题。对

供电局下属的单位，一有经济违纪，他坚决打击查处。
一次，局下属的一个县供电局发生经济违纪事件，

局领导决定成立一个检查组，对该县供电局的帐目进

行核查。这事交由 吴总去办，因为局领导深知 吴总在业

务上 是一把好手，帐 面上的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他

的眼睛。更难得的，是他的铁面无私和胆识。什么硬骨

头他都敢“啃”。经过核查，问题清楚了。接着说情者纷

至沓来。有人劝说 吴总：“钱是国家的，又不是从您吴总

兜里掏出来的，您老何必当真？高抬贵手放行吧。”吴总

平静地回答：“我放手让他通过了，我在党那边通不过，
在《会计法》那边通不过。因为我是一个党员，是一个干

了一辈子财会工 作的老兵。”

吴总的这片丹心，进一步赢得了人民的称道！

百 花园

巧填字谜

你能在以 下的 空白方格内填上 适当的字

使它横排能组成一部中外影视片、科教片或我

国一本财会刊物名吗？（答案在本期找）。

（王开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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