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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厂长与“神通” 会计

——并非完全虚构的故事

陈瓜绵

高民同志是东阳 机 械厂厂 长，是一位精通技术，

经营有方的企业家，职工 称 他是 “高明”厂 长。沈通

同志是一位精通业 务，理 财有方的 红管家，同志们称

他是“神通”会计。高厂 长 有 了这样的 “神通”会计

当 参谋，就 更高明 了。

三年前还戴着亏损帽子，靠吃国 家 补贴过日子的

东阳机械厂，在 新 上 任 的高厂 长 的 领 导下，深入改

革，搞活 企业，一手抓转轨 变型，科 学 管理，一手抓

技术革新，新产品 开发，算是抓 到 点子上 了。他们新

开发的石 油液化气钢瓶，两年 创国家优质产品，三年

荣获国家金牌奖，产品 畅销全国，供不 应 求，利润成

倍增长，由一个亏损企业一跃 成为经 济效益最好的企

业。
企业经济 效益提高了，相应地 增加一些职工 的生

活福利是理所当然的。在 一次厂 务会议上，有人提议

说：咱们厂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经 济 效益一年比一年

好，今年应该多发奖金，把上年结 余的奖金额都发给职

工。还有的提议：厂里的办公楼是五 十年代建的，已

陈旧 不堪，且 面积 小，不 够 用，上级 已同意列入今年

基建计划，用自筹资金新建一栋办 公 楼。与会同志都

同意办这两件事。高厂 长边沉思，边按计算器，还没有

来得及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 领 导说：“老高，该你

最后拍板 了”。高厂 长 边 弹着烟灰边说： “两件事都

应该办，100多万 元的 开 支咱们厂也是有能力支付的，

不过我想听听财 务部门的 意 见，今天暂不作决 定，待

下次 会议 再定吧！ ”

会后，高厂 长来到 了财 务 科找 沈会计，把厂里想

办两 件好事的想法告 诉 了他，并说：“想听听你的意

见。” 沈会计搬 来帐本，一手翻帐 页，一手拨算盘，

算了 几 笔帐后对高厂 长说：“咱 们 厂随着产量、 品 种

的增加，定额流动资金平均占 用额已达1 350万元，而

自有流动资金只 有850万元，资 金还 不 足。如果我们

能将厂里的500多万元专 用 基金全部用于生产和 流 通

不 再向银 行 贷款，一年就 可 减 少 利 息 支 出30多万

元，还可以 为厂里增加更多的利润。如 果 现在就 办这

两件事，不仅要 增加非生产性基建支出，还会造成资

金紧张，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多支付利息。同时，今

年厂里计划开发新产品，技术改造急需资金，如 果把

办两件好事的资金先用于开发新 产 品，明年可新增利

润100多万元。另外，如果把去年结 余的37.6万元奖金

都发给职工，看来每人可 增发奖金160元，由于人均奖

金超过 了规 定的标准，超过 的 部分 需 交纳100% 的奖

金税，扣除 奖 金 税 后，平均 每 人实得的奖金不到50

元，职工并没有得到多少 实惠，倒不如不发好”。听到

这里，高厂 长用敬佩的口 气称道：“还 是 你们会计会

算帐，不但算了眼 前帐，而且还算了长远帐，瞻前顾

后，真是理财有方。这下我心 里有数 了，可以 大胆决

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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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潮 急

——调寄《 春光好》

凌荣 贤

冬已去，

春潮急，

今胜昔。

建设四 化争朝 夕，

更努力。
四 项基本原则，

开放搞活改革。

财会战士 多奉献 ，

志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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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给 会 计 的 歌 陶宏伟

您古老，

可追溯到人类的结绳记数；

您年轻，

尚处于发展成熟的妙龄时期。

您大方，

应花的钱再多也毫不 吝惜；

您 “小 气”

该节约的资金绝不多付一分一

厘。

如 果说，

生产者创造了丰富的 产品；

那么您，

最懂得如 何去珍惜。

如果说，

是技术开拓出进步的阶 梯；

那么是您，

传递着事业振兴的信 息。

如果说，

是 耕 耘 者 谱 写 了篇篇壮 丽的

辞章；

那么是您，

弹奏着时代前进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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