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的领导同志来说的确非常重要。一笔绝对数目并不

大的钱，如果用好了，往往可以给企业带来令人欣喜的

活力，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徐政同志对此并不满足，

因为她认识到，要搞好企业，光有些钱还不行，还得有

搞活企业的政策。于是，她又亲自出面与有关部门协

商，先后在纺织系统实行了内销产品允许自销政策，增

加留利全免调节税政策，承包经营政策，优质优价分期

进行价格的小步改革直至调整大部分纺织品价格的政

策等，这些对纺织工业的稳定和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

用。

徐政同志自己敢于、善于创新，同样，对纺织行业

内新生事物的成长和发展，也十分关心和支持。改革开

放以来，她十分重视纺织工业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方

向开拓和发展，对发展特区商品经济给予了热情的支

持和帮助。深圳华联纺织公司、深圳市纺织工业公司，

以及海南、湛江、汕头等纺织工业的建设、开拓、发展，

都是与她在筹措资金、推动组建、开拓业务方面不辞辛

劳、多方争取和联系等努力分不开的。

毫无疑问，要创新、开拓，勇往直前的精神必不可

少，同时，还必须不断汲取新知识，以不断提高创新、开

拓的能力。对此，徐政同志是非常重视的，她积极支持

财会人员学习新知识，并为他们创造条件和机会。关于

这一点，我们不妨听听她自己的叙述：“我一向认为新

知识的学习对财会人员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总是

想方设法让他们早学一点、多学一点，这样，可以站得

高些、看得远些。比如在涉外知识培训方面，我们纺织

行业起步就比较早。当时，纺织行业还没有办涉外企

业，但我们根据形势的发展，认为纺织行业迟早是要搞

涉外企业的，这是一个大趋势，早一点着手提高财会人

员的涉外工作能力，总要比晚下手好。于是，我便把原

来在上海办的学习班移到了深圳。因为在那边学习，便

于学员到香港去实地考察，有机会更直接地接受先进

管理方法的熏陶。实践证明，我们这么做是对的，这种

培训为我国纺织行业搞三资企业创造了条件。正是这

些受过训的人员，很快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形势，挑起了

本单位财会工作的大梁。”

由于长期从事财会工作，徐政同志深知财会工作

的重要性。她知道，一个企业的财会部门如果能充分地

发挥作用，那么，这个企业就有希望搞好；相反，如果一

个企业不重视财会部门作用的发挥，那么，要搞好这个

企业，是不可能的。同时，从切身经历中，她又悟出：要

搞好纺织行业的财会工作，财会人员光懂得财会知识

而不懂得纺织知识不行，二者必须兼备。因此，在培训

财会干部方面，自然又体现出了她的创新、开拓精神。

80 年代初，她就首先突破纺织院校单纯培养工程技术

人员的老框框，开办了培养财会干部的班级。由于这些

学员都是从纺织企业抽调来的，加上课程教材大多结

合纺织行业的特点，所以，学成以后即可成为财会知识

和纺织知识兼备的专业人才。这种在纺织院校培养财

会干部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1989年至 1991 年 3年

间，纺织院校就为纺织部直属企业（还不是全行业）培

养财会人员 2 100 人。现在，有很多经过培训的财会人

员，已经成为纺织财会部门的业务骨干和领导者。
徐政同志强调财会工作的重要性，支持财会人员

的工作，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会议中，而且还体现在

扎扎实实的行动上。早在 80 年代初期，她就提倡会计

核算电算化。她认为，只有实现会计手段电算化，把财

会人员从大量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才能使他

们抽出时间和精力，去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去学习新知

识。正是在她的倡导下，会计电算化才得以在纺织部门

率先运用、推广，给财会人员创造了比较好的工作环

境。

以上几件事，只是徐政同志工作生涯中的几个小

片断，但我们已不难从中体会到徐政同志的创新、开拓

精神。希望她的这种创新、开拓、求真求实的工作作风、

学习态度能对今天的财会人员有所启发，这是笔者的

心愿，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一向谦虚的徐政同志才同意

写她的事迹。

现在，徐政同志虽然已经离休了，但她仍担任着中

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

纺织工业会计学会会长等职务，她还在不停地忙碌着、

奉献着。她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爱财会工作以及

长期形成的敬业精神，博得了纺织行业普通工作人员

直至部长的敬重，也始终吸引着人们去和她接近。在她

离休以后，还是有很多同志去找她，跟她说心里话，请

她帮助，向她咨询……

财会动态短

讯

贵州省珠算协会于 8 月 16 日至 18

日，在贵阳举行了“贵州省第十二届珠算

技术比赛”。9个代表队共 55名选手参加

了这次比赛。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角

逐，六盘水市代表队荣获本届比赛团体第一名。刘增

志、焦明霞、徐国东等分获各单项第一名。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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