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务收支计划，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他还亲自制

定了各企业的财务审批制度和科室协作关系，
严格了财务手续制度。高廷枢同志已五十多岁

了，而且患了冠心病，但他很少请假休息，有

时病情突然发作，清醒之后又继续工作。他常

讲，“不能让病给吓住”。

三、狠抓财会队伍建设

为“四化”培养专业人才

高廷枢同志在文革期间，曾一度离开财会

队伍。重返岗位后，他看到财会工作混乱，财

会人员青黄不接，在1972年就倡议 在 全局 系

统开展了“五赛、五比、五看”的 企 业财 会

竞赛活动，并亲手制定了竞赛的条 例 和评比

细则，有力地推动了财会工作。1976 年 初，
“四人帮”掀起“反右倾翻案”的阴风，把业

务指标和开展竞赛说成是突出 业务，指 标 挂

帅。高廷枢同志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及时召

开财务工作会议，重新修改了竞赛的条件，充

实了竞赛内容，进一步地开展了财 会 竞赛活

动。
高廷枢同志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深深地体

会到，要做好财会工作必须建立一支过硬的财

会专业队伍。他积极向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提

出建议，经常向没有单独设置财会机构的企业

领导宣传财会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求尽

快设立财务科（股），并积极推荐人才，参加企业

的经营管理。由于局党委的重视和高廷枢同志

的积极推荐，全局系统很快地配齐了各厂的财

务科、股长。与此同时，他还主动和组织部门

联系，对财会人员的任免、调动互相协商，统

一认识，从而保证了财会人员的稳定性。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和提高财会人员的业务

水平，高廷枢同志多次向局党委建议，凡是五

十岁以上的老会计，都要分配培养练习生的任

务。同时，他还积极组织举办了各种业务学习

班，召集各企业的会计师、助理会计师研究办

学方案，亲自主持学习班并授课，深受广大财

务人员的欢迎。几年来培养新生力量60多人。

高廷枢同志不仅重视提高财会人员的业务

水平，而且重视提高财会人员的 政 治思想水

平。他做思想工作的方法是，经常深入基层了

解情况，找财会人员谈心，对于坚持原则、严

格把关而受到打击报复的财会人员，他勇敢地

替他们说话，为他们撑腰。另一方面，对于犯

错误的财会人员，他不偏袒，不护短，严肃批

评，耐心帮助。同时，他还积极向政工部门和

各级领导反映财会人员的思想情况，帮助在财

会人员中发 展 党 员。1971 年以 前，全局 系

统 90 多 名财会干部中，仅有 3 名党员，几年

来，已有20多名财会人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廷枢同志为一轻局的财会工作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从 1957 年以来，多年被评为 一轻

局、市经委、市财贸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并多

次出席鞍山市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高廷枢同

志是一位以实际行动为“四化”作贡献的好共

产党员和好的财务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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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乐平县 崌山垦

殖场党委成员，学《准则》，
见行动，积极带头还清了历

年来所借公款，带动了全场

干部、工人也踊跃 归 还借

款。
这个垦殖场的 党委成

员，大都是上有父母，下有

妻室儿女，生活负担确实比

较重。过去，在“头上有官

衔，借款也不难” 的 影响

下，全场九名党委成员有五

人借了公款，共借公 款 778

元，每人平均借公款155.60
元。这个场的干部、工人也

有不少人借了公款。过去，
在归还借款问题上，工人看

干部，干部看党委，互相比

着不还。个别人甚至想赖

帐，散布什么：“借款不怕

多，多了好收窝，到了共产主义一把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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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这个场的党委成员通过认真学习《准

则》，认识到借用公款不还，是违背《准则》

规定的，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而且影响很坏。
认识提高以后，他们纷纷制订还款计划，并且

立即见诸行动，省吃俭用，在一年的时间内，
就还清了 700多元公款。党委书记的父亲去世

时，曾向场里借了 100元安葬费，只隔了 5 个

月就全部还清了借款。在党委成员积极归还公

款的带动下，这个场的干部、工人都积极归还

借款，截至今年 3 月底止，共收回 职工借款

19，000多元。许多老欠款户都主动还 清了欠

款。

共产党员的正气歌
信得过的好会计  一心为公的好党员

朱希廷  孙少光

共产党员张振祥自1961年担任山东省单县

公安局财务会计兼司务长以来，二十年如一

日，严格坚持财务制度，艰苦奋斗，勤 俭 节

约，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经费开支。他年年被评

为先进工作者，1978年以来，又连续三年被评

为地、县模范共产党员。

坚持财务制度  无私无畏

“老张，你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办事要

活点，钱物是国家的，何必把得那么死。”有

人常常这样劝张振祥同志，但他心里总揣着一

本紧紧联系着国家和集体的大帐。
老张清楚地知道：要想管好这本大帐，必

须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因此，不管是领导干部

还是一般干部，他都同样看待。一次，有位同

志外调回来报销路费，老张发现其中有两张中

途改乘的汽车票，当即剔了出来。这位同志与

老张商量说：“中途拐了个弯，乘汽车看望了

一下老同事，几元钱的小事，你就给 报销了

吧。”老张耐心地解释道：“咱们都是国家干

部，一定要按财务制度办事，公私分明。”听

了这番诚挚的话语，这位同志不由点头称赞，
自觉地抽回了车票。

老张对一般同志是如此，对领导同志也是

如此。去年12月份，上级负责同志来局里检查

工作，局领导要老张用公款招待他们。老张认

真地说：“咱局里没这部分开支，再说也不符

合财务制度，还是让他们买票吃饭吧！”上级

负责同志听说了这件事，热情地夸奖说：“老

张同志真不愧是一个严守财务大门的 好 警卫

呵！”

是的，张振祥同志确实象一名坚强的警卫

战士，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他也决不放弃一

个共产党员应当坚持的原则。十年浩劫期间，

局里办全县干警学习班，当时主持工作的负责

人，要老张给本局人员发伙食补助，老张搬出

财务制度，耐心地给他解释不能这 样做 的 理

由，但这位负责同志却说：“那是1962年的文

件，已经过时了。”硬要老张服从他的命令。
老张坚定地回答：“没有新规定，老规定照常

管用。”没想到，这位负责同志却大发雷霆地

说：“再不发补助，你这个会计就别想再干

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压力和打击，张振祥

同志仍然异常镇静，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样对

待领导，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但是 他认

为，只要把住了国家的财务大门，个人利害又

算得了什么？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激

励着他，他有力地回驳道：“我这个会计干与

不干服从组织分配，违反财务制度的事，我坚

决不办。”制度他是坚持住了，但这位负责人

却以“革命”需要为名把老张调走了。打击迫

害更加锻炼了张振祥同志的意志。 1974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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