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
苑
正
气 夕阳 情无限  老牛自 奋蹄

——记湖北省竹山县行政管理局会计蔡中荣

刘 东初

蔡中荣同志从事会计工作26个春秋，今年 已是64

岁的人了。

早在1984年组织上就 为他办理 了退休手续， 但他

珍惜今天的大好时光，没下火线。他时刻以一 个共产

党 员的标准严 格要 求自己，把廉 洁奉 公作 为 行为准

则，事事处处为管家理财尽心 尽责，连续24年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1986年又分别被省、地、县 授予模范财

会工作者， 荣获省、地、县一等奖 和优秀共产 党 员的光

荣称号；1 987年， 又光荣地 出席了 全县 劳模大会并受

到县委表彰。

一、要当好“管家”，正人必先正己

俗话说：“打铁先要自身硬”。20多年 来，老蔡同

志就是按照这个要求来处理公与 私的关 系的。去年冬

擂鼓老家一位亲戚带着礼品到 他家，一来叙 旧 ，二 来

想借点钱建房。当他明白 了亲戚的来意后 说：“如果

我私人有钱理应帮忙，可公家 的钱不 能动，我想你是

会通情达理的。”亲戚听后不甘心，又让 老蔡的老伴

给 说说情。她当即谢绝说：“老蔡的 性格我清楚，违

反制度的事他不会干，何况他清 白了一生，让 他犯错

误我脸上也无 光。”那位亲戚看没有 希望 了，便不告

而别。
今年 4 月， 领导考虑老蔡辛辛苦 苦一辈子，决 定

安排他去北京旅游一次。说来让人 笑话，他 参加工作

30多年来，还是去参加表彰会时上过一次省 城，就 是

只距 竹山城90多公里的邻县竹溪城，他都不知 是什么

样子。上北 京，逛天安门，机 会难得。但他 考虑到机关

资金紧缺，上趟北京来去得花几百 元。尽管领 导催促

了他好 几次 ， 他还是谢绝了这番好意。
作为一个财会人员，老蔡认为艰苦奋斗的精神不

能丢。这 几年，社会 刮 起 “住 房 讲宽敞，摆设讲漂

亮，坐车讲高档”的 歪风，给 财 会工 作带 来很 大压

力。对此，他除坚持制度，严格把关堵口 外，还带头

发扬勤俭 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事事 处处作表率，

从不乱花一分钱。他工作的会计室，除了简陋的办公

用具外，别无他物。四 个帐柜还是土改 时收缴上来的

胜利果实，坐的椅子是清 朝的 “遗物”。外单位的同

志来会计室或同行来看他，简直不相信那就 是全县首

脑机关的会计室。“喊破嗓子，不如 做出 样子”。由

于老蔡同志自身节俭. 在县 行政管理局 所属的财务单

位中，乱花钱的现 象基本得到 杜绝。

二、要当好“管家”，必须铁面无私

蔡中荣同 志所 处的工作 环 境，是 集 县委、县人

大、县政府、县政协 “四 大家”于一个院内。特点是

“三多”：即领导多，科局 长 以 上 干部 有100多人；

单位多，整个大院 大小单位有37个；干部职 工 多，现

有干部职工 354人。在这样的 单位担 任 会计，抬头 见

领导，举步见熟人，首先 就要过好 “情 面关”。

在长期的工作实 践中，老蔡同 志始 终奉行 “八个

字”和“三个一样”，那就是坚持原 则，一视同仁；

对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一个样；对待生 人和 熟人一个

样；对待本科室和外科室一个样。
今年 4 月中 旬，该 县 发生多起 微 型地 震，一时

间，县直不少单位纷纷购置雨 具、电筒等 物品。大院

内硬是没开这个口 子。一天，办公室一位同 志要他报

销为购买防震用电筒所花的钱。他 坚持不予报销。后

来那位同志又搬来领导找他 交涉。老蔡心 平气和地同

那位领导算了一笔帐：大院内 几 十个单 位，你买 了他

也买，如 果都给报销，仅此一项就得开支 1000多元。
说得那位领导心服口 服，不仅 不再要求报销，还赞他

是一个“好管家”。

前些时，机关内的水 电没有 实行统一管理，经费

开支惊人。为加强管理，节约 开支，老蔡建议收交各

单位的电热壶（炉），改由机 关食堂一天 供应三次开

水。住家统一安 装电、水表。收 电 器，是个得罪人的差

事，他便主动出来充当 “恶 人头”，逐门逐户地做工

作。就这样，10多个电热 壶（炉）全部交出，仅此一

项，每月便节约水电 费2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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