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淑荣反对弄虚作假

李淑荣是门头沟区永定公社何各庄大队会

计。20多年来，她努力做好财会工作，敢于向

一切弄虚作假、假公济私的违法乱纪行为作斗

争。今年春天，大队拖拉机外出搞副业，业务

员想从大队支取现金与外单位拉关系，个人从

中渔利，并说可给大队带来好处。小李当即制止

说：“这是变相贪污，这样的好处我们不要。”李

淑荣还很注意加强发货票和银钱收据的审查，
有一次，大队车信在拉运木板途中，将一块木

板卸下私自存起来，小李把票与物详细核对，
发现短缺，及时向领导汇报追查，保护了集体

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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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官林是北京自动化仪表七厂财务

科副科长。1979年10月，有一天他发现

该厂厂长指示供销科一干部从厂里往外

拉公家的木料，就坚决予以制止，并及

时向另一位副厂长汇报，使木料未拉出

厂外；厂里卖掉废旧物品的收入，想搞

“小钱柜”，他坚决不同意；厂里要搞

厂服，他认为是浪费，予以劝阻；厂里

未经批准，从外地买了一辆汽车，他拒

绝报销。为此，厂长对他很不满，今年

六月，竟限令他三天之内交待工作，调

到另一个厂去，并说如果不去，就自找

工作，限一个月内离厂。黄官林对领导

这种打击报复行为极为愤慨，质问他们

有什么理由撤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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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介绍自学方法的书本

和文章众多，但如何把这些一般

方法用于自学会计，却很少有人

问津。我想借贵刊一角，发些议

论，以引起会计界的前辈们关心

这个问题，希望他们能为那些求

学心切的青年会计人员提供自学

会计的金锁匙。
自学会计，首先要确定一个

自学目标。通俗地讲就是在一定

时期内，通过自学，在会计业务

水平方面提高到怎样的程度。比

如说，通过若干年自学，要达到大

学本科水平、大学专修科水平或

中专水平等。有些同志刚加入会

计行列，只分工做一些如记明细

帐、记材料帐、出纳等工作，他

们想通过自学，使工作尽快“上

路”。这也可以作为分阶段的具

体的自学目标。
确定自学目 标时，既要 立

志，又要求实。立志是事业的大门，青年同志们要 树

立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才能激发出

不达目标不止的革命热情，自学才有真正的源动力。求

实是事业的立足点，选择目标要认真考虑自己的文化

基础，现有的业务水平，学习和工作条件等主客观因

素，使确定的目标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开 始自学会

计，碰到的困难可能多一些，因此，第一阶段学习的具

体目标可以订得低一些。实现了以后，再向更高的目标

迈进。如果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得过高，一旦落了空，就

很容易挫伤学习积极性。
第二，要订一个自学会计的学习计划。要使自学不

变成自流，要避免学习上的盲目性，订一个自学计划是

绝对必要的。

怎样订自学计划呢？首先要围绕确定的目标选择学

习的内容。具体说来就是选择好教材或学习资料的问

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不难解决。粉碎“四人帮”以

来，我国各高等财经院校和中等财经专业学校的会计专

业大都订有比较完整的教学方案。如果你的目标是要达

到大学或中专的会计专业水平，基本上可以把教学方案

规定的必修课程作为你的自学内容。如果你的目标是急

待解决分管的日常工作的“上路”问题，那么就应该尽

快掌握会计核算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围绕着这一具

体目标，可以选择有关记帐原理、记帐方法、现金管理

和出纳工作等通俗读物来作为学习内容。
学习内容确定之后，就要适当地分配时间。自学的

学习时间主要是业余的，因此，没有“钉子”精神和百

折不挠的毅力是难以坚持的。在具体安排时，要注意长、
短结合。大、中专学校会计专业规定的教学内容，是全

日制的学时方案，各门课程规定的学时数，只能供自学

者参考。自学者应该有一个长的安排，比如二年、三年，
概算计划期内预计可以利用的有效时数，并适当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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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学习的各门课程上。一定时期内可以根据各人的需

要安排若干门课程齐头并进，也可以安排一门课程学完

以后再学另一门课程。在长计划的基础上，订出与之相

衔接的短安排。短安排按月（或周）对各门课程的学习进

度提出明确的要求；对阅读、笔记、练习、复习各个环

节的时间作大体分配。但是，计划不宜订得过死，例如，
不要硬性规定每小时读多少字，阅读、笔记、练习、复习

各个环节的时间也不要按一个比例机械地划定等等。
第三，确定了目标，拟订了计划之后，就要解决完

成计划，实现目标的方法问题，提出如下几点，供参考：

（一）注重打好基础。初学时，要全力突破“入门”

关，要重视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的学

习和训练。打好基础很重要，只有具备坚实的基础，才

能达到专、深。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虽然工作了多

年，但会计水平没有什么提高，其中很主要的原因就是

缺乏坚实的基本理论知识。我们要引以为戒。至于哪些

是会计学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可以参考学校有关

课程的教学大纲，也可以请教师或有经验的同 志作指

导。
（二）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地学

习。会计学中理论性较强的知识，如会计的属性、记帐

方法的理论基础、成本核算原理等，要注重多读书和分

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联系会计实际工作的整体认真去

琢磨其中的道理，正确地应用理论知识去研究解决实际

工作中的问题。会计学中比较具体的业务技术方面的知

识，如会计工作程序，会计凭证的传递和审核方法，帐

簿、票据、表报的格式、结构及其登记方法，财产物资

的计量和交接手续等等，应着重通过实际操作来掌握，

并在实践中结合理论学习加以提高。
必须指出，学习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书本知识和实

际做法不一致的问题。对初学的同志来说，要多作分析，

认真判别正、误，吸取其中科学的成份。当前，我国会

计工作的基础比较薄弱，要特别注意防止把那些违反会

计原则的、随意简化的、甚至是弄虚作假的做法当作正

确的东西，并以此来否认正确的书本知识。
（三）把读书、练习、笔记、实际操作结合应用，

不断提高学习效果。

阅读会计书籍，不能象读小说那样，凭兴趣出发。
初学时，要强迫自己学习，要专心致意，对基本概念、
基础知识要反复读，甚至要“死记硬背”。会计学的某

些基础知识，例如记帐法则，帐户的性质等并不是读一

两遍就能理解的，往往要深入到一定程度，联系到更广

泛的内容之后才能全面理解。因此，我们主张在理解的

基础上去记忆，但也不排除初学时，对某些基本概念和

基础知识采取强记的办法。阅读会计书籍要能 入 趣，
必须学会提出问题。但这对初学的同志来说比较困难，

建议采取撰写内容要点的办法来发现问题。这就是说，
当你精读一两遍后，根据自己的领会写出内容要点，然

后带着自己撰写的要点再对照原文来读，最后进行分析

和概括。这样往往能起到既发现问题又能找到问题的答

案的效果。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自学会计，记笔

记很重要。摘抄、撰写内容要点、自络提纲等都可交替

使用。根据会计学各部分内容联系密切的特点，用图表

来表示某些内容的内在联系，能使内容更条理化，便于

理解和记忆，这已成为人们学习会计的一种常用方法。
自学会计，必须勤于作练习和进行会计业务的实际

操作。会计学中技术性比较强的内容，只有通过练习或

实际操作才能熟练掌握。会计人员一般只分工做某些具

体工作，要全面地掌握会计核算办法，还必须系统地作

练习。当然，这种练习也可以考虑在老同志的指导下结

合参加业务实践来完成。但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不能

光读书不做练习。
“任何好的方法，都贵在坚持”。有志于为“四化”

献身而自学会计的同志，只要有坚韧不拔、克服困难的

精神，以严谨的学习态度进行学习，你的目标就一定能

够达到。

自修之友
考核过后话希望

最近，我们参加了会计干部技术职称的考核，清楚

地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们当中除少数成绩较好以外，
多数成绩都不佳，可见提高会计人员理论水平和业务能

力，迫在眉睫。
《财务与会计》是财会人员的良师益友，我们热忱

地希望为我们指明成材之路，为造就成千上万精通业务

的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做出更大的贡献。
会计可以自修成材，但要有正确的指导和门路，否

则，正如子贡所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
会计战线上的老前辈、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各自都有一

条成材之路，如能将其治学的门径和方法、成材的心得

和体会在刊物上进行交流，使后上山者少走或免走弯

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则是大家的希望，也是这些老

同志责无旁贷的崇高任务。盼《财务与会计》杂志努力

促其实现。
湖北省宜都县江北农场石料厂  刘新生  黄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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