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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铁锁”

二 三 事
孙 辉

湖北省潜江县高石碑区传颂 着一个 “马 铁 锁”的

雅号，说的是农业银行营业所会计马武安，忠于职守，

坚持原 则，勤俭 节约，犹如 一把 “铁 锁”，紧紧锁住

财 务开 支的大门， 不符合规定的开支，别 想打开他这

把 “锁”。

一次，银行党 支部提出10项评比竞 赛 条件，并当

众 宣布，完成任 务好的，年终奖给一台 收 录 机，年底

评比 结果，永久分社获得第一名。当准备购买收 录 机

发奖时，硬 是被 马会计 “卡”住了。他说，收 录 机属

集团 购买控制商品 ， 要 经财政部门批准 才能 购买。再

说，上级三令五申，不许滥发奖金实 物.建议不要买

这台收 录机了。经过马会计的耐 心 宣传 解释，领导觉

得他 “卡”得有理，结 果只 发给永久分社一张 奖状给

予精神奖励，并反复宣传 了他们的事迹和 经验，同样

收到 了推动工 作的效果。

有一回，马会计的一位比较好的同事在武 汉 治病

两个多月，由于医院床位不足，吃住在招 待所，每天

往返坐公共汽车看病。在报销车票时，马会计 发 现有

40多张车票不是到医院的，一询问，原来 是 他星期天

外出游玩和办私 事的车票。马会 计 给 “卡”住 了，并

且说：“咱们平时关 系不错，你应该带头 支持 我的工

作，这些车票按 规定不能 报销”。这位同 事觉得马会

计说得在理，高兴 地说：“按 规 定办吧”。

还有一回 ，一位上级领导到银行检查 工 作，快吃

午饭时，马会计到食堂备饭，发现只 有一个 小 菜。因

为这位领导是第一次 来，马会计觉得应 该 加个菜招待

一下，于是，他到邻居餐馆花1.80元炒了一个 肉 丝，

招持了这位领导。按 规 定这1.80元钱完 全 可以 报销，

但马会计没有报， 而是自己掏钱。

他平时一点一滴 节约，从不乱花公 家一分 钱。还

是1955年他 才当会计时买的一把 16挡 算 盘，至今仍在

使 用，每到一个地方他都随身带着。算盘四 角的 铁皮

磨损了就 自己动手包，也不知 包 了 多少回；算 盘 骨磨

断 了再换，已换 了八根。一次 算盘散了架，珠儿 滚 了

一地， 有人劝他说： “马会计，银行添把 算 盘，是牛

身上拔根毛，别给 自 己过不去了。” 马会计却不 是这

样想，他说：“银行花点钱买把算盘不算 什 么，但勤

俭 节约这个传家宝，永世都不能丢。” 他把 算盘珠 儿

一颗颗拾起来，忙 了一个晚上，将算盘修好。
马会计经常用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 力维艰”。的格言来勉励 青 年 职工。在他的影

响下，这个所的青年职工都养成了勤俭 节约的 习惯，信

封用过后 自觉地翻过来再用：珍惜每一枚曲 别 针、大头

针，从不乱丢乱扔；食堂没柴烧，自己 动 手劈，从不请

小 工 帮忙。有个青年职工 刚参加工 作时，曲 别 针、 大

头针到处扔，马会计以 身示范，每天 下班 后 ，仔细 把

那位职工丢失在地上的曲 别针、 大头针用小盒拾起来，

交给那位职工 再用。无声的教育深深感动了这位职工 ，

从此 改掉了 大手大脚的坏毛病。20多年来，谁也 数 不清

马会计究竟翻了多少信封， 节约 了多少 曲 别 针、 大头

针，只能以 时间为证，反正 他天天如 此 ，年年如此，

从不间断。

马会计还经常给领导 当 参谋，出主 意。去 年，营

业所盖楼房，原决 定从外单位聘请两名同志 搞保 卫，

每月付工 资100元， 马会计认为这样做不划算，要增加

几千元的开支，还不如 请两名退休同志搞 保 卫。马会

计的建议得到 了领导的 支持，请了两名退休人 员搞保

卫，仅这一项就 节省开支两千多元。

二 十七年来，马会计年年被评为先 进工 作者，去

年还评为湖北省金融红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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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这么做

冬 蕾

最近，在工作中发现有些财会人员根据银行对帐

单登记 “银行存款日记帐”。由于银行帐单中有未达

帐项，结果出现了根据记帐凭证汇 总表登记的银行存

款总帐与日记帐始终不符的现象。再说根据对帐单登

记 “银行存款日记帐”，实际上是取消了帐单的核对

工作，对银行的误收、误付也发现不了，造成银行存

款不实。这种做法不妥，应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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