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她在五〇二厂财务科当过见习

会计，同那里的财会人员，分析过

财务成本，研究过生产情况。她还

帮助企业提出改善经营管理，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合理化建议，解决生

产和销售问题，厂里的同志们都亲

热地称她为“厂里人”。
由于段宏平同志干一行、爱一

行，肯学习，善用功，尽管在短短的

六年时间里，调换过三次 工作岗

位，但她都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连续几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

作者、技术标兵。最近，共青团山

西省委授予她“新长征突击手”光

荣称号，成为全省财政战线上的一

面鲜艳的红旗。
（山西省财政局牛二红）

在新长征路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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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山西省财

政系统举行的业务技术比

武大会上，乡宁县台头税

务所所长辛生才同志，以

特邀代表身份，在大会上

作了全所管户情况一口清

汇报表演。他不带本本，
不看资料，全面系统地介

绍了全所两年税收征管情

况，尤其对全所二十三个

国营工商业企业和社队企

业的基本情况和各项经济

技术指标有问必答，了如

指掌，博得与会人员一致

赞扬，被誉为税收征管工

作的“活档案”。
辛生才同志已是年过

半百的人了，但他那种朝

气蓬勃的革命干劲，对业

务工作精益求精的钻劲，

就像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一样，热情洋溢，老当

益壮。不论是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寒风刺骨

的严冬，一年四季他都风尘仆仆地战斗在税收

征管的第一线，走村串乡收税，从不 叫苦叫

累。他跑遍了台头税务所所辖两个公社的十七

个生产大队，一百一十三个生产队 和二十三

户国营工商企业和社队企业。特别是对 那些

税收任务大，在本地举足轻重的单位，一年

至少得去十次、八次。他所以这样做，用他的

话说：“搞税收不光是征收税款的问题，更重

要的是积极开展支、帮、促活动，开辟新的税

源，不断为社会主义建设扩大资金积累。”基

于这样的认识，他身先士卒，带领全所同志，
经常深入纳税单位搞调查研究，热心帮助企业

挖潜、改造，有力地促进了税收任务的完成。
台头税务所自一九七四年建所以来，任务年年

加，收入年年超，每年递增10.5%。由于辛生

才同志经常深入下去，这就使他能够对纳税单

位的情况了如指掌。
辛生才同志懂得，作为一个基层税务所的

领导，若不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不熟悉本行

业务，长期当外行，就是有良好的愿望，也是

做不好工作的。因此，他刻苦钻研，带头学业

务，学技术，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业务知识。

在新长征路上前进！不 怕 苦 不 怕 累 的

女税务专管员——李锦顺

李锦顺同志是营口市大洼县辽滨税务所鲜族女税务专

管员。几年来，她在不断克服困难中成长，全心全意地做

好税收工作，曾被授予营口市财贸先进工作者、大洼县劳

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李锦顺同志一九七二年参加工作时，才十七岁。她不

但不会打算盘，就连汉话也不会说，汉字也不会写。为了

学会说汉话、写汉字，买了汉字版、鲜文版的《毛泽东选

集》各一部，对照着学，弄不懂就查字典，实在弄不懂才

问别人。为了学习业务，拜老同志为师，跟着老同志去收

税，在实践中学习。经过几年刻苦地学习，顽强地努力，
克服了不会说汉话、写汉字、不会打算盘、不懂税收业务

等困难，成为一名有独立工作能力的税务专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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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他没有屈服于“四

人帮”的政治压力而放松了自己的学习，他一

不怕“业务挂帅”的帽子压，带领全所同志学

业务，练技术，提高了大家的业务工作能力；

二不怕“管，卡，压”的棍子打，建立与健全

了征管鉴定、票证管理、岗位责任制等一整套

税收征管制度。这些制度的贯彻实施，进一步

加强了税收管理，有效地解决了错税、漏税的

问题。由于辛生才同志努力实践，刻苦钻研，
不但熟悉征管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各项经济指标

的执行情况，而且熟悉不同行业的各种产品的

适用税目、税率。对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和项

目繁多的品名和数据，他能够有问必答，准确

迅速。
辛生才同志老当益壮，勤奋学习，实干苦

干，朝气蓬勃干革命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是

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
（山西省财政局  张志英）

所内分工，李锦顺同志是做内勤工作的。
但她为了多做贡献，总是在做好内勤工作的同

时，尽量抽出时间和其他同志一样下去收税。
辽滨税务所只有三个人，担负辽滨、荣兴两个

农场十七个大队的地方税和十九户企业的税收

征管任务，工作面广、路又远。李锦顺同志的

家长对她外出收税很不放心，有的好心人劝她

说：“女孩子干这工作不行，还是改改行吧！”

甚至有的人还讲讽刺话，说什么“女孩子收税

要钱，不怕让人家笑话！”可是，李锦顺同志

却不理会这些风言风语，她坚信自己的工作是

光荣的、重要的，每收一笔税款都是为国家积

累建设资金，毫不动摇。而且她还想到，所里

一共三个人，只有自己是青年，应该多做些工

作。因此，她除了做好内勤工作以外，还主动

承担了荣兴农场、辽滨苇场九户集体企业的税

收征管任务。

几年来，她不怕风雨和寒暑，经常骑自行

车往返几十里到农场去做税务征管工作。大雨

湿透了衣服也不停步，大风呛得喘不过气来也

不叫苦，脚冻肿了也不休息。遇到困难时，她

总是想：干工作不吃点苦不行，越是困难越能

锻炼革命意志。革命老前辈为了我们的今天，
爬雪山过草地，抛头颅洒热血，我这点苦又算

得了什么。想到这，什么困难都有信心去克服

了。在一九七八年征收地方税时，正赶上所长

调走，另一名同志有事外出，所里只剩李锦顺

一人。她为了不使工作受损失，白天时间不够

用，就在晚上继续收税。在这个期间，她自己

收的税占全所地方税收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二。
虽然有时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但她觉得自己

能为实现四化做出一点贡献，再苦再累也心甘

情愿。
几年来，李锦顺同志没有在家休息过一个

在新长征路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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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大名县新华书

店会计姜会仪同志，人们

一提起他来，都夸奖他是

勤俭节约的好会计。
二十多年来，姜会仪

同志注意点滴节约，从不

浪费国家一分钱，平时他

发现一片碎纸也 要拣 起

来，放进碎纸篓里，积少

成多，每年都要为国家节

约七，八十元。冬季烤火

时，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

把没有烧透的 黑 煤 拣 起

来，掺到好煤内使用。那

个屋子里的电 灯 亮 着 没

用，他就主动去关掉；他

经常睡在别人后边，把院

内所有办公室、厕所的电灯都关了，才回屋休

息。为了节约用电，他把全店的电表安装在自

己屋里，以掌握各处用电情况。仅 用电 一项

全年可节约开支一、二百元。为了节约用水，
他经常注意水笼头是否关好关紧，谁浪费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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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她除了利用星期日做本职工作以外，

大部份星期日是去帮助生产队解决困难问题或

参加劳动。辽滨苇场洪滨大队人多地少，经常

因生产队活少劳动力闲着没事干，而本地区的

工程却由外来的工程队施工。李锦顺同志同洪

滨大队研究，把多余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承包辽

滨苇场的建筑工程，把外来的包工队动员回原

籍参加生产，改变了这个大队人多闲散没活干

的局面，仅一九七八年就增加收入七千多元，

她每年都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生产劳动。不仅

在下去收税时工作结束早一点，就去和社员一

同劳动，星期天只要没有脱离不开的工作，也

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保持着劳动人民的勤劳

本色，深受贫下中农的爱戴，农场党委夸奖她

说：小李和咱贫下中农心连心，为发展农业做

出了贡献。
（辽宁省财政局通讯组）

水，他都很心痛。一次一个小孩在 水 管 处 玩

水，他马上前去劝阻，并耐心地进行了教育，
直到那小孩表示今后不再玩水 了，才 让 他 离

去。
姜会计对单位的一切费用开支 都 精 打 细

算，能节约代用的就节约代用，能少花钱的就

不多花一分钱。如大瓶浆糊比小瓶浆糊便宜一

半，他就尽量不让买小瓶浆糊。财务上使用的

各种表格用纸和办公用纸，他多是利用废年画

等翻过面来使用。仅此一项每年都要节约几十

元。别人交回来的旧笔，他总是修理后继续使

用。为了学习修理技术，他利用业余时间，废

寝忘食地钻研，有时深夜还见他亮着灯在修理

圆珠笔、手电筒和锁子等。老伴担心他累坏了

身体，一再劝他早点休息，可是他说：“党中

央号召我们为四化贡献力量，我是管财务的，

一定要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修旧利废是节省开

支的好办法”。一直坚持到把物品修理好后才

休息。职工办公用的圆珠笔，因流动性大，容

易丢失，他就买些经济适用的；谁保管的好，

用的时间长，他就表扬谁。他管理财务开支，

总是严格按照财务制度办事，从不随便开支一

文钱。去年八月，一位新来店的职工买了一支

钢笔，只花了一元钱，要求报销，老姜不仅没给

他报销，还给他讲了先进人物的事迹，细算了

勤俭节约帐，使那位同志深受教育。以后这位

职工一直表现很好，已成为该单位勤俭节约的

积极分子。每年往各发行站发书，仅运费就要

开支好几千元。为了节省运费，姜会计对包件

的大小重量，使用什么运输工具比较合算，都

要同业务员一起精打细算，采取最经济的办法

发书。仅此一项，每年节省开支五百多元。发

行站搞建设，有个外单位的职工对老姜说：“想

用公家几百块砖修补一下院墙，请你抬抬手就

过去了。”老姜说：“这不行，我是会计，决

不能自己破坏财经制度，拿公家的 东 西 做 好

人，这个手是绝不能抬的。”既保护了国家财

产，又教育了那位职工。
今年六月，正在建设中的杨桥发行站来电

话，急需一批建筑材料，如不马上送去，就要

停工待料。这时天上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大

雨了，到杨桥的路是土路，如果下起雨来，汽

车、拖拉机、排子车都不能通行，就要停工待

料好几天，就要多付工人工资。当时姜会计正

患感冒，天气又热，但他不顾这一切，骑上自

行车就去找车。他终于从搬运站找到了一部汽

车，在下雨前就把建筑材料送到了杨桥。
他对在用的公家物品，不论体积大小、价

值贵贱，都要逐项登记造册，保管责任落实到

人，人员调动时都要作相应的 变 动 登 记。因

此，二十多年来，没有丢失过一件公家物品。

由于老姜同志在经费开支、修旧利废、维护国

家财产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年年被评

为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和全县财政、金融、税务

系统的先进代表，一九七八年光荣地出席了全

省图书发行系统先进代表大会。他所在的单位

也被评为邯郸地区图书发行系统计划财务先进

单位，多次受到地区、县发给的奖状和物质奖

励。
（中共河北省大名县委报道组  宋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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