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他二话没说，就安心搞收发。我们搞财会工作的同

志，更认为党叫我们管钱管物，是对我们的极大信任，
是很光荣的。

周恩来同志很关心财会工作，对财会工作要求也很

严。杨用之同志回忆了这样一件往事：1946年南京办事

处撤退，根据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一部分同志要留在

南京过冬，他借了一部分钱给这些同志做了棉衣。后来

把这笔帐转到了延安，当时南方局秘书长童小鹏同志已

经批了，送给周恩来同志审阅时，周恩来同志认为钱花

多了，要求大家注意节约一切经费开支。
当我们请朱端绶同志谈谈当时做财会工作的 体会

时，她说，我们的体会基本上是两条：一是依靠党的领

导，这在前面已经说到；二是依靠大家、依靠集体的力

量。那时，我们搞会计工作，但没有一个懂会计的，我

们就共同学习，集体研究办事。结果我们也学会了记

帐、算帐、做会计报表。周恩来同志还特别表扬了我们

做的会计报表，后来把它带到了延安。为了节约开支，
降低报纸成本，我们也搞了些简单的成本核算。对材料

和办公用品的保管也很严格，仓库都建立了帐簿，每个

月大小仓库的物资都要盘存清点。我们还建立了 一套

财务稽核制度，款项开支都得经总经理 审 批签 字。后

来，我们把这一套简易的会计制度和核算办法，集体编

写了一本书——《报刊会计》。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告别了几位财苑老人，使

我们不禁联想到，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现在我们的财

会队伍已经发展到了几百万人，工作条件比之老人们当

年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有党的领导，有为四化建设奋

斗的明确目标和坚强信心，难道还有什么困难能阻挡我

们在新的长征中阔步前进？！

财苑正气铁 面 无 私 的 管 家 人
——陈代全

杨 文 卿

武汉部队某师财务科长陈代全，敢于同揩国家油

水的各种行为作斗争，全心全意为国家掌管资财。最

近被部队评为模范共产党员，群众誉他为铁面无私的

好管家人。

“顶头上司也要顶”

在财务工作中，陈代全同志遇到直接领导或上级

首长违反财务制度随意批条，或个别人采取不正当手

段，揩国家油水，谋取私利的行为时，他不怕伤面子，
敢顶顶头上司。去年9 月，有个科经一位副部长同意准

备把银行帐户借给地方用，陈代全同志得知后，立即

制止。并对这位副部长说：“借部队银行帐户给地方

的做法是违反财务制度的，这事不能办。”但副部长

考虑到这个单位是老“关 系户”，不借今后事难办。
陈代全就给他讲，过去兄弟部队借帐户给地方，曾让

投机倒把分子钻了空子，终于使这位副部长收回了己

见。事后，有人劝陈代全说：“顶头上司同意了的事，
你还顶它干啥？”他回答说：“违反财务制度的事，
谁同意的也不行，顶头上司也得顶。”今年2月，一

位师首长买了一个电算器，没经过任何审批手 续，就

将发票拿来报销。因不 合手续，陈代全将发 票 退还

了本人。那位师首长不但没有批评他，反 而赞扬他做

得对，这一关把得好。在履行了一定的审批手续后，
才给报销了。在陈代全同志的严格把关下，财务 科 对

国家控制购买的 商品，实行严格审查，凡不符合制度

规定的一律不准购买。他们先后共退回各种报销单据

200多张，其中电视机34部，自行车33辆，价 值人民币

31，000多元。为国家把了关，节约了国家支出。

“是老乡也不能帮这个忙”

平时，有些老乡、熟人，常找到财务科来报销车

票、发票等，陈代全同志不徇私情，不开这个方便之

门。
去年 10月，师直属队有个老乡找到他，要求报销

亲属来队的两张车票。一到他家，就 说：“当兵十几

年不找你一次，这次一定得高抬贵手，给 个 方便。”

他问清情况后就对老 乡说：“该报的在你们单位就可

以报，不该报的找上门来也没用，是老乡也不能帮这个

忙。”后来，这个老乡又是送礼，又是苦磨，登门说

了三、四 次，陈代全同志仍是那句老话：“是老乡也

不能帮这个忙。”炮团有他个老乡，把不该报的回四

川的一张卧铺票报了，他到 该团检查工作时查出，硬

是将 12.20元追了回来。去年，先后有八名老乡找他报

销车票，都被他耐心说服，没有开“后门”。

“管钱人更要节约用钱”

陈代全同志对人把关 严，对自己要求更严，从不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乱花公家一分钱。他常对本科人员说： “管钱人更要

节约用钱，不能大手大脚。”

科里用的金 柜、木 箱和皮箱大部分是西藏平叛时

买的，有 的还是抗美援朝时留下来的，都很旧了，他

一直不让买新的。他说买一个旧金柜得花四、五百 元，

旧品修修还可以用，不就为国家节约几百元吗？木箱

坏了，他自己动手修理。上级拨给他们 1，100元，供添

置器材、搞业务建设用，直到现在一个子也没花。上

级规定家属随军后，满四年可探望一次父母，可他五

年没回老家了。有一次在外地出差，天很晚了，公共汽

车没有了，准备乘一辆私人三轮车回旅馆，上前一问

要五块钱。为了给国家省钱，他一人摸黑走了 八里

路。
在陈代全同志和财务科全体同志的严格把关下，

近两年来，这个师没有违反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的现

象发生，堵住了各种揩国家油水的漏洞，为国家节约

了大量开支。去年这个科荣立三等功，陈代全同志受

嘉奖。

财苑正气
严
肃
认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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徇
私
情
的
好
会
计

—
—
刘

笃
安

秦
新
生

湖
北
省
襄
阳
地
区
财
政
局

湖北省枣阳县耿集公社财税

所税收会计、共产党员刘笃安同

志，被群众称赞为办事细心、处

处留心、出以公心的“三心 会

计”。他担任会计工作十六年，
经手千万元，不错半分毫，坚持

原则不徇私，敢顶歪风不畏难，
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

范。

办事细心

搞会计工作，经常同数字和

钱打交道，稍不细心就 会出差

错。刘笃安搞过预算会计，也当

过税收会计，不管干什么，他都把

“认真细致”四字当作工作 信

条。搞预算会计，他做到日清日

结，当天的帐不放在第二天做，
当月的帐不推到下月结。当税收

会计，他坚持一天一记帐，一天

查对一次税票，发现有差错或疑

问，马上找原因，直到弄 清为

止。有时外出开会，回所后就抓

紧清理单据，常常加班到深夜。
他当税收会计13年，税票、税款没

错过一分钱；当预算会计3 年多，经手各项经费7千多

笔 95 万多元，笔笔清楚，分毫不差。有一次，公社一

个书记领下乡补助，重打了一个月的领条，刘笃安发现

后，当即更正过来。公社会计说：你办事真过细。他回

答说：国家的钱，一角一分也不能马虎。

处处留心

多年的会计工作，使刘笃安养成了处处留心的 习

惯，只要是与本职工作有联系的，哪怕是一句话，一件

小事，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979年 8月，刘笃安在审查文教组经费报销单 据

时，发现一位女干部的探亲差旅费报销有问题，就对文

教组的会计说：“我看到这位女干部的爱人今年回来探

过亲，按规定每年只准夫妇一方报销一次探亲费。如果

要报，需要她爱人单位开证明。”文教组会计回去后一

调查，果然男方已报销了一次探亲费，女方不应再报，
于是给这位女干部讲明制度，把报销单据退还了她。

前年11月份，刘笃安和另外两位同志到一个大队的

陶器厂检查纳税情况，发现一个专管员开的税票有问

题，并了解到这个专管员曾打过白条收税，引起了他的

怀疑。他把情况向所领导作了汇报，领导非常重视，经

过检查落实，这个专管员采用各种手段贪污公款740多

元，经过批评教育，追回了赃款，也挽救了同志。

出以公心

刘笃安同志办事情，从来都是按政策、讲原则，一

是一、二是二，不讲私人关系，不搞非原则交易。有一

次，文化站一名干部到武汉出差，买了 5付扑克牌，把

单据夹在差旅费中报销。刘笃安在审查单据时发现了，

剔了出来，不予报销。
他对领导和一般同志都一视同仁，按制度办事。一

次，公社一名副主任在一个管理区卫生所开了两瓶补

药，被刘笃安在审查报销单据时发现了，就对卫生院会

计说：滋补药品不能报销。会计说：这是公社领导的，
这次报了算了，下不为例。刘笃安坚定地回答说：越是

领导，越应该带头执行规定。最后，终于找到那位副主

任由他自己付了药钱。
刘笃安同志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受到群众的普遍

称赞，但也有一些“好心人”劝他：“顺水人情好行舟，

刺栽多了要扎手。”刘笃安同志却笑笑说：“一个共产

党员，就是要敢开顶风船，出以公心，不谋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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