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
支持财会工作的 好当 家

——访泉州源和堂蜜饯厂厂长邱水龙

王 丽 然

他是一个普通的共 产党 员，一个 不足 千 人的企业

——福建泉州源和堂蜜饯厂的厂 长 邱水 龙同志。“邱

厂 长可 算得上是支持财会工 作 的先进 典型 了。” 市财

政局的同志是向我这样介绍的。在 市里 召开1986年会

计先进表彰大会的前 夕，我在该厂财 务科副 科长李辉

萍同志的陪同下 采访 了他。我开门 见山 ，请 他谈谈他

是怎样 支持财会工 作的。

“现在财 会工 作的重 要性 已 逐 步被 人们所认识

了。 ” 他说 ， “一个企业经营得 好坏 ，跟财 会工 作关

系很 大 ， 而 财会工 作的好坏 ，又取 决 于财 会人员的素

质。过去，厂 财 务科的 力量比 较薄弱，人 手不够，我

来厂后 ， 积 极 支持财 务科 长到 各车间挑选高中文化程

度、热爱财会工 作的年轻人。一经 选中，马 上通知人

事部门调动。所以 ， 现在财 务科除 了一位退 休留用的

老会计和一位 出纳 外，其 余10人 全部是年轻人。”

邱厂 长关心财 会队 伍 的建设 ，不 仅扩 大 了 财会队

伍 ， 还经常关心他们的学习、进 步，为他 们订了各种

专业杂志，组 织他们参观同行业管理 工 作搞 得好的企

业，通过各种途径开阔他们的视野，使 这支年 轻的财

会队伍尽快成长。现在已有俩 人参 加 了 电大、三人参加

了函大的学习，其 余的同志也分别参 加了中 专夜校、

中专函授的学习 ，有的已获得毕 业合格 证书。他指 着

李辉 萍副科长说： “我们的小 李也是 自学 成 才的，为

厂里的经营管理 出谋献策，做 了不 少工 作，这 次 他被

市里评为 先进， 财 务科也被市里 评为先进 集体。”

“会计资料是重要的经济 信息，”邱厂 长深有 感

触地说， “我厂这 两年的生产 实际 就 是很 好的证明。

1985年， 原辅材料大幅度提价，市 场竞 争很激烈。李

辉萍同志根据 历 年积 累的资料，对 全厂经 济活 动进行

量· 本 ·利分析，提 出 第四 季度销 售额 必须达到555万

元，可 变费用必须控 制在1，340元，产量 完成2，850吨，

才有把握实现全年92万元的利润 计划。厂领 导根据他

的方案，及时布置了供、产，销各 个环 节 的工作，并

注意协调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关 系， 为 着共 同 的奋斗目

标努力 ，终于实现 了 全年 的 利 润 计 划。他还 通过对

1985年 1 — 9 月 蜜饯产品 销售结 构的分析， 发 现 盒装

利润率是10—15% ，散装的利 润 率只 有 3 — 5 % 。盒

装产品 的销售收入只占 全部 销售收 入的23% ， 但利润

却占总额的75.7% 。市场上散 装产品 有积压 ，盒装产

品 供 不应求。根据 这些信息，他 向领导 建议 ，调整原

来的产品 结 构，增加盒装产品 。厂领导采 纳 了他的建

议，加强 了劳动组织的管理 ， 为 包 装 车间 添 制 了工

具、器材，增加了盒装产品 的 产量，增加 了 收 入。”

“这些都离不开您的支持啊！” 我插 了一句， 并

希 望邱厂长谈谈自己。

“我只 做 了一点份内的事” 他 说 ， “财 会人员干

工 作有他们的难处。既要维护本单 位的经 济利益， 为

本单位的增收 节支、增产 节约创造 条件， 又要 严 格按

照财 经制度办事，维护国家的整 体利 益。所以 ，关键

的时候， 当领导的就得站 出来 讲话。比如 ，我厂生产

蜜饯用的 “四 川 李 干儿”积 压 了 2，000多吨 ，而一年的

消耗只要1，200多吨，还进不进货，大家有 不同意 见，

主张进货的人怕再提价，而且怕断 了 关 系影 响以 后进

货。财 务科的同志认为，继续进货增 加积压 ，不 仅要

占库用人，而且还有自然损耗和变质的可 能，不是讲

效益的做 法，极力反对再进货。我认为财 务科的意 见

有道理，支持了 他们，停止收 购一年。结 果 积压 处理

了，节省资金120多万 元。”

邱厂长还讲了这样一件事：过去， 厂里进料 用的

麻袋都随料进了成本，麻 袋卖掉留作 “小 金库” ，有

关部门想管 又嫌麻 烦，既要增加人员，还要 设麻 袋库。

《 会计法》 颁布以 后，财会 人 员通 过 学 习 提高了认

识，感到过去的做 法不符合制度规定，在厂务会议上

提出应该管起 来，但 当时就有人反对。“这样 的事，

厂领导不下决心 是不行的。”邱厂 长深有体会地说。

在他的支持下，厂里 有关部门经 过拆并，很 快腾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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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专门放麻袋用的仓库，并建立起 一套 管理制度：

领用原料时，同时办理麻袋的领 用手 续， 车间 用过的

麻 袋洗干净 交回库时，可以 得 到一定的 报酬 ，售出的

麻袋按 财政局批准的20% 的比 例留 成，其 余 上 交。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 目 呢！” 李 辉 萍同 志说，

“全厂每年要用 七 万 多条麻 袋，除有 一部 分还可再 用

外，处理的部分可卖五 万多元。这样 做既 严 格了财 务

制度， 又增加了企业的 收入。”

接 着，李辉萍同志又向我介绍 了邱 厂 长 的一些感

人的事迹。“邱厂 长坚持原则、执行财 务制 度处处以 身

作则。为了给国家 节省开 支，他 外出 办 事，能坐 大客

车，就 不坐小 轿 车，能住普通房间就 不住 高级房间。

财务上规 定出差回 来三天内报销，邱厂 长再 忙也没拖

过。他常对财务科的同志讲，‘我 当 家，你们 理财’。
遇到不清楚和有疑问的开支，他 总是 先到财 务上问 清

楚，然后 才签批。邱厂长廉洁 奉公，体现 在每一件小

事上。他从来没在厂里买过一点 便宜的 蜜饯，亲朋好友

托他买也一概拒绝。他的儿子、女 儿 结婚办 喜事，他都

是悄悄的，大家一点不知道。不象有些 有职 有权的人，

大闹婚事，借机发一笔小 财！” 李 辉萍同志深有感触

地说 “和这样的厂长在一起工 作， 没 有后 顾之忧。 ”

是啊，多好的厂 长啊！ 财会工 作 多么需 要这样的

厂 长的支持。这就是我要介绍邱厂 长事迹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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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审计机构 为御 史府，兼管审计监督工 作，主

管审计官 员为御史大夫，其职 责主要稽核赋敛收入情

况和政府其他 各 项 收 支。凡国家财计，无论军政、内

外、上下 无不加以 审计，各地方也 设 有相应的审计官

员。这与现代由国家审计机关对 各级政府部门财政收

支进行审查的作法颇为相似。

秦朝审计部门 主要 是 进 行 季度和年度的稽核审

计。月、旬的审计由 各主管部门自行负责。审计内容

包括会计报告、帐册、 经济 凭 证及实物。相当于现代

审计中的全部审计。就时间而言，秦 代审计属于事后

审 计，当时，对送审 的 时间、内容规 定极严 ，如 有违

纪， 要受严厉 惩处。

秦朝对审计出违反国家财 政 法令的，轻者训斥，

重者罚 交兵 器、甲矛、钱粮 等以 至 处 刑 不等，如规

定：审计出会计、或主 管 会计的官 员不按照制度的规

定收 交实物，造 成 差错事故的，问题严 重的要缴铠甲

两副，外加一个盾牌；问题 较 轻的有罚缴一甲的，也

有罚缴一盾的。审 计 出会计和主管会计的官员算错 了

帐，错算差额在二百二十 钱 到二千二百钱之间的，要

罚缴一个盾牌；错 算数目达到二千二百钱以 上的，要

罚缴一副铠甲。对于错 算了 人户和牛马 头数的会计官

员其惩罚 就 更重 一 些，凡 错 算一户，或一牛，一马

者，要罚缴一盾；凡错算两户，或两 头 牛马以 上的，

要罚缴一副或两副铠甲。

审计 出 会 计 所 记 的帐簿帐目记录有问题，或漏

记、或错记、或者是不应注销的帐目 被 注销了的， 不

仅要依法罚款，而且要令其赔 偿 所造成的损失。错误

在二十二到六百六十 个 铜钱的，要罚缴一盾；在六百

六十钱以 上的要罚缴一甲。此 外，对所损 失 的钱币须

足 额进行赔偿。凡人户 和马、牛 的 记录有问题，要加

倍惩罚，如 果错误是会计自己清查 出 来 的，可以 减一

等处理。

秦朝 “经济法” 规 定；仓库的财物 要 定期进行盘

点，既 不准许超出过多，也不允 许 亏空 不足。若审计

出仓库有超出和亏空之物价值在二十 二 钱的，要罚缴

一盾，价值达到二 千二 百 钱的罚缴一甲，二千二百钱

以 上的罚缴二甲，对于仓库中多出 或 短少的粮食、草

料若隐瞒 不 报，或以 多报少，或者采取注销的手法弥补

亏空，查出后要 同 盗窃犯一样定罚处理。主管官 员若

知 情 不 报，或者知 情 不 处 理，不仅 与肇事者同 罪处

理，还要令其赔偿所缺之数。

秦律还规 定，储 备 粮 食 的 仓 库不准有老鼠洞存

在，若审 查 出仓库有两个以 上的鼠洞，要受到严厉的

训斥；三个以 上的老鼠洞，就要 罚缴 一个盾牌。

财物保管部门 和 会计部门所掌握运用的度量衡器

具，必须遵循国家规 定 的 标准，若审计违反者以 罚款

论处。如 称量黄金所用的天平 砝 码不准确，误 差在四

十八分至一两以 上的，要 罚缴一盾，斗误 差 达到半升

以 上的，也要罚缴一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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