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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的大潮中，涌现出一大批明星企业，同时，也 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的企业财会工 作者。
邯郸轧钢备件厂的总会计师冯忠和同志，就是 其 中 的 一

个。
他从一名普通的会计员，成为一个中型企业的总会计师，

又 光荣地当选为 全国 七届人大代表，这，固 然是他不断奋斗、

追求、奉献的结果，但更主要的，是改革的 大潮，为他提供 了

有所作为的契机。

绝境中  迎难而上

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的 大潮刚刚涌起。
邯郸地区农机厂（轧钢备件厂前身），由于失 去 了 国 家

“四 统” 的靠山，产品 积压，亏损严重，负债 累 累。1980年被

迫下 马。
有门路的，投 亲靠友；
没门路的，围着书记、厂 长要饭吃；

书记、厂 长告货无门；

企业山 穷水尽……

面临绝境，是走还是留？是干还是散？作为厂主管会计的

老冯，陷入深深的矛盾中。
走，有好 几个单位争着要条件优厚，留，出路在哪儿？爱

人也 在这个厂，孩子们还小，一家五张嘴要吃饭呀！

强烈的责任 感、使命感使他留了下 来，他决心迎难而上。
他的想法与现任厂 长（原 办公 室主任）不谋而合。一番热

烈讨论，一番苦心 琢磨。他俩向厂 领导提出 了打破“大锅饭”，
背水一战，开展生产 自救的建议：一、整顿军心，严格劳动纪

律；二、改一级核算为二级 核算，各车间独立 核 算，自 负盈

亏，按劳分配；三、广开门路，找米下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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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 “大锅饭”，车间自负盈亏，这在当时，人们还很陌生，甚至有人怀疑是姓 “社”还是

姓 “资”。面对压 力，老冯没有动摇。在厂领导的支持下，整顿照常进行，新的核算体制和分配

办法逐步推开。“大锅饭” 被打破 了。
职工们见来真格的，也坐不住 了，纷纷 出动，有的外出推销产品，有的到外厂 当壮工，有的

去招揽加工生意。从几万元的大工程，到几角钱的零星活 儿，他们都抓住不放。到1980年底，除

支付银行利息25万元、上 交营业税7.8万元、弥补一季度亏损28万 元外，还盈利8万 元。职 工 们不

但保住 了基本工 资，还拿到 了一些奖金。
企业有 了转机。
改革揭开 了序幕。

搞改革  大显身手

改革，时代的主题。老冯紧紧围绕着这个主题，在邯郸轧钢备件厂 这片土地上施展着一名会

计人员的才华。
应当说，1980年的会计改革办法，只是个开端，它的立足点在于整顿，使散沙成为坚实的混

凝土地基。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老冯在1981年进一步提出 了 实行全面 经济核算，对 车 间 征 收

“三费一税” 的建议。
何 为 “三费一税”？简单地说就是厂部向车间征收固定资产占用 费、流动资金占用费、企业

管理 费和内部销售税金。实行这种办法的意义在于核算单位的资金使 用由无偿 变有偿，从而增强

经济责任观念和经济核算观念，节约费用开支。
方案一提出，引起一片反响。
拥护，反对，观望。
厂 领导支持了他。为 了保证方案的贯彻，老冯提议成立 了经济核算办公 室。在实行两级核算

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小核算单位，配备班 组核算员，加强成本管理，严格 奖惩制度，使 “ 三 费一

税”制度在经济核算中发挥了良好作用，沿 用至今，效果很好，资金占用 大幅度下降，仅货款利

息每年即节约 1 万多元。
1982年，他们认准 了 大厂 不愿干、小厂干不 了的短线产品，转产轧钢备件。随着经济责任制

的逐步深入，各车间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多，企业需要一个相应的专门机构来处理 各核算单位

间的财务收 支和经济责任。用什 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老冯苦思冥想。
业务往来……结算……划拨款项……老冯想到 了银行。对，学习银行严 谨科学的工 作程序和

管理机能，厂内设立 “内部银行”，把等价交换原则注入 企业运行机制。
设立“内部银行”，虽不是老冯的发明创举，但在这个厂还是第一次。学习，设计，修改，

完善，多少个日 日夜夜，眼 熬红 了，人累瘦 了，终于设计出一套计价、收 支、结 算手续健 全、监督、

控制、考核制度完善的 “内部银行” 核算程序。由于效果显著，《 邯郸日报》 和一些财会刊物都

介绍 了他们的做 法，引起很大反响，不 少单位前来取经学习。
改革在步步深入，厂 长李正 安的“攻势经营” 思想在全厂 以 至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为

配合这一思想的实施，必 须搞好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以 调动职工 的积极性，增强 企业活 力，

加强 “攻势经营” 主阵地的实 力。想当初，有的车间没完成生产 自救计划，在厂领导支持下，老

冯力排干扰，坚持发80% 工 资。从而震动 了 传统的“大锅饭”思想，为改革分配制度打开 了缺 口。
现在，企业和职工需要更合理、更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办法。

办法从何而 来？老冯苦苦思索着，寻觅着，他通过报纸、电台、杂志注视着改革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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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企业进行工资改革，使他“心 有灵犀一点通”。几经思考，几经测算，他拿出 了在企业内

部对各车间实行工资总额与上 交内部利润挂钩的方案。几经论证，几经试行，符合本厂实际，可

行。对此，老 冯说：“ 在目前，研究企业 内部分配，其着眼点不应单纯 注重物质利益的取得形

式，还应注重诱发职工的内在潜能，促其尽力奉献。”

几年里，邯郸轧钢备件厂发展很快，利润从1981年的16万元发展到 1987年的240 万 元。现 已

成为拥有优质名牌产品，用户遍及 全国28个省市的冶金轧钢备件专业企业。
邯郸轧钢备件厂站起来了。
老冯心 里感到 了欣慰，脸上漾起 了 笑容。
现 在，在邯郸轧钢备件厂，人们很注意，也愿意听财务科的同志讲话。这不仅是由于这里能

输出与他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分配信息，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核算观念、效益观念已在群众心

里扎 了根。无疑，这是企业全面 改革的一个思想基础。这里，谁能否认财务科以 及他们的牵头人

老冯作出的努力呢？

巧把关  管“家” 有方

老冯 为人厚道，不善言谈，也没有超常的凝聚力。但他有热情坦 荡的胸怀，精深娴熟的业务技

术，灵活得当的工作方法，严谨细 致的工 作作风。这是作为 “管家” 协调各方的基本素质。他经

常说：“财会人员应当讲究工 作艺术，既 要坚持原则，又不要把关系搞僵，这就要巧。” 这是他

作为总会计师、财务科长的诀 窍。
1984年，一度厂服风大兴，这个厂的一些职 工也向厂 长要厂服。怎样给领导当参谋？老冯先算

了一笔帐：每人做一套服装全厂要花多少钱，厂里有多少家底，今后的日 子怎么过，建议不发。
后来，国家发 了通知，刹了此风，备件厂也 因没做厂 服而受到表扬。

还有一次，经人牵线搭桥，厂里准备承接一个拆船项 目，牵线人要 1 万 元现金报酬。在合同

签订之前，厂领导征求老冯的意见。老冯根据 掌握的情况，说：“这个项目 来路 不太清楚，签合

同应进行公证。”此意见一经提出，牵线人竟不辞而别。后来查明，此项目背后果然有鬼。
后来还有一两件事，也都是因老冯参谋而避免 了 经济损失。对此，许多人感慨良深：“办事还

真离不开会计啊。”此后，厂领导每有重大决 策拿不准时，都要找老冯这个“参谋” 参谋一下。
老冯不在时，宁肯等他回 来再定。

居家过日子，少不得一个好管家，办企业也是如此。老冯干 了 几十年会计，深知 管家有方的

重要。就 拿一年一度的产品 订货会来说吧，以 往他们都是在当地开。这样虽然方便，也能节省一

些旅差费等开支，但订货数量一直没有多大突破。去年，厂里准备换个地方，以 吸 引订户。老冯

积极支持 了这一主张。他认为死抠几个小 钱不是好会计。结果，订货比 上年增加了200万。
去年，他们收到当地有关部门18万 元的罚款通知。因何被罚？不清楚。老冯说，罚也要罚得

明白，他立即组织一班人马，连续三个昼夜，查找资料，对照政策。最后，确认没有违反有关政

策。经反映和 交涉，有关部门撤回 了通知。
18万元，被合理争回 了。
这件事，启发 了老冯：作为一个企业，也要研 究市场，掌握政策，捕促信 息，协 调 内 外。

在老冯的提议下，一个吸 收供销、生产、审计等科室参加的信息、政策研究小组成立了。这，体

现了厂长李正 安的攻势经营战略，也表现 出老冯作为总会计师在商品 经济形势下理财观念上升到

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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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追求  步步攀登

老冯今年50岁了，从14岁参加工作起，他 几乎没离开过会计岗位。
1952年，是他从事会计工 作的 第一年，从那时开始，他便迷上 了这一行。供销社会计、部队

后勤会计、商业会 计、工 业会 计，他都干过。1970年，他被下放 当 了工人。失落的，更觉珍贵。
在他的努力下，1972年他 又干起 了会计老本行。

36年来，他从会计 员到会计师，从财 务科长 到总会计师，一步一步，向着认 准的目标攀登

着，追求着……

老冯原本文化程度不高，面 对改革的 大趋势，他深深感到知识的份量。
他 不知疲倦地学。
他不知 疲倦地干。
办公 室的灯光经常亮到深夜，饭盒里经常盛着备以 充饥的面 条……

渐渐地，亮到深夜的灯光拓宽了他的知识领域，简单的面 条堆积成 了知识的高塔。
他投 身于改革，改革造就 了他。
他付出 了艰辛，也收 获 了 成功。
他的论 文不断发表，一篇、二篇、十 几篇……

备课，讲课，他成 了许多人的老师。厂 内，十几 个核算单位的成本会计，由于老冯的 传、

帮、带，现在都能独挡一面；厂外，老冯辛勤栽培的桃李之花四 处飘香……

他的社会活 动领域不断扩大，成为中国机械会计学会理 事、河北分会理 事、邯郸支会理事及

秘 书长。
他 多次 受到嘉 奖，知名度越 来越高。
老冯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没 长三头六臂，他把 全部心思放在了所热爱的事业上，家庭事务、

子女教育，他过问得很 少很 少。好 在他有位人人称道的贤内助，三个孩子也 象父亲一样好学上进。
对此，老冯几次 不 无歉疚地说：“ 等以 后 有 了 时间，一定帮 老伴多干点 家务，和 孩子们一块玩

玩。”

1988年 3 月，第七 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了。冯忠和，一个普通的财会工作者，带着人民

的重托 来到 了 北京。他是全国 七届人大代表，也可以 说是财会人员的代表，他的光荣也是每一名

财会工 作者的光荣。
置身辉煌壮 丽的人民大会堂，望 着金光灿 灿的国徽，从雷鸣般的掌声中，他好 象又听到了改

革大潮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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