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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国 家的 利益
——记牟平县姜格庄镇财政所副所长王文波同志

刘莉莉  张玉宝

一个普通的基层财政干部，在遭受意外恶性爆炸

事故，头部严重受伤的情况下，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奋

力从废墟中抢救出国家税款和集体集资款 4 万多元，

用自己的鲜血维护了国家和集体利益，表现了一个普

通财政干部对国家利益高度负责、对财政事业无限忠

诚的崇高精神境界。他就是山东省牟平县姜格庄镇财

政所副所长王文波同志。

在个人安危和集体利益面前，他首先想到了国家

利益

1993 年 12 月 26 日，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是星

期天，姜格庄镇机关全体干部放弃休假，在全镇依法开

展清欠工作。王文波与县法院和镇法庭的同志一行 5

人联合组成清欠小组，进驻姜格庄镇广河村，协助该村

重点动员 10 户果园承包人履行承包合同规定，如数交

纳欠交的农林特产税和集体提留款。经过一上午耐心

细致的动员，承包人的思想基本做通了，吃完中午饭，

王文波忽然想到，他分包的大岚东村和岭上村还有 4

万多元的尾欠，不知这两个村有没有收上来？他顾不上

休息，骑上自行车跑了十几里山路，赶到大岚东和岭上

两个村，在拿到 4 万多元税款和提留款后，他水也没顾

上喝一口，就急忙返回了广河村委办公室。向领导简单

地汇报一下，还没来得及把钱送存银行，一场意想不到

的灾难发生了。下午两时许，广河村村民刘世生出于报

复心理，铤而走险，穷凶极恶地破门而入，突然引爆了

身上的炸药包。正在屋内研究清欠工作的工作组的同

志们还没有反应过来，随着一声巨响，村委办公室瞬间

化作了一片废墟，王文波与其他六位同志一起倒在了

血泊之中。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和群众把他们抬了出来，

王文波还处于昏迷状态，满脸滴血不止。过了几分钟，

王文波慢慢睁开了双眼。“我还活着”这个念头在他脑

里一闪，迅即下意识地动了动自己的双手。“我的公文

包呢？我的钱呢？他朝搀扶他的村干部喊道。“都什么

时候了，你还要钱，不要命啦！”那位村干部着急地说

道。“我那是 4 万多元公款，丢了可怎么办”。他一急之

下用力推开了那位村干部，扑向那早已变成了废墟的

村委办公室，用血淋淋的双手在碎砖断瓦中扒呀找呀，

终于扒出了自己的公文包，紧紧攥在胸前。他的头部还

滴血，鲜血浸透了 4 万多元现金和汇票。一直到镇医

院，他也没松一下手。当所里的同志赶到镇医院后，他

把沾满鲜血的公文包朝所长手里一塞，说了句“4 万多

元钱，不知少没少”，就昏了过去。目睹这一情景，在场

的同志无不感动得心酸流泪。所里的同志含泪清点了

这沾满鲜血的 4 万多元钱，及时送存了银行。第二天当

县局领导和镇党委领导到医院探望他的时候，给予了

他高度的评价。但他一再谦虚地说：“这没有什么，这是

一个财政干部应尽的职责，换了谁都会这么做”。这就

是我们的财政干部，对工作和事业是那样地投入和热

情；对荣誉和成绩却是这样地平和与淡然。

在家庭和事业的天平上，他把砝码投在事业一边

王文波上有 7 旬老母，下有呀呀学语的小女儿，妻

子在离家 60 多里的县城上班，这个家是多么需要他来

操持和照顾呀。但在王文波心中，工作和事业要远远重

于家庭，他心里时时刻刻想着农税工作和群众的疾苦。

“朝沾露，晚披霞；走千家、串万户，上山下乡家常事”是

他一年 365天忙忙碌碌的生动写照。1991 年夏季，王文

波正跑村串户组织农业税收，他刚过生日的女儿因无

人照顾，被开水烫伤，需要到济南做植皮手术。女儿是

父母的心肝肉，更何况这关系到女儿一生的幸福。王文

波为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而内疚，他心痛，着急

……可是做为一位农税干部，他知道农业税收季节性

很强，稍有松懈就会给全年工作带来被动。权衡再三，

他忍痛留了下来，和所里其他同志一起投入到农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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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第一线。没过几天，由于过度劳累，加之上火和患

重感冒，王文波自己也病倒住进了医院，他不顾医生和

所里同志的劝告，晚上到医院打吊瓶，白天照常下乡收

税。崎岖的山路上留下了他的足迹，农户的田间炕头闪

现着他忙忙碌碌的身影……就这样，他忍着病痛和所

里的同志一起圆满完成了全镇农业税夏征任务。

王文波在做好农税征收工作的同时，时刻关心着

群众的疾苦。他深知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富

裕，就不会有国家税收的稳定增长。几年来，他把帮助

农民脱贫致富，发展农村经济当做自己份内的事，跑资

金，跑信息，先后帮助 12 个村办起了 30 多个工副业项

目，增加农民和集体收入 2 000多万元。姜格庄镇北王

家庄村，南靠烟威公路，北靠渤海，砂石资源丰富，地理

和资源条件都很优越，但是苦于没有资金进行开发，直

到 1989 年以前这个村还是个工副业“空壳”村，集体经

济薄弱，农民人均收入只有 200 多元。王文波和所里的

其他同志经过反复考察论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25 万

元，帮助该村先后办起了沙场、车队、汽车大修厂、饭

店、旅馆等工副业项目，年实现利税 120 多万元。到

1992 年底，全村人均收入达到 1 300 多元，群众高兴地

说：“是财政所的同志帮助咱走上了致富路”。

在索取和清廉面前，他选择了清廉

这几年，王文波周围不少亲朋好友富了、发了，可

他每月拿着 200 多元的死工资，家里还是结婚时的那

点家当。有的亲朋好友劝他：“都什么年月了，光知道没

命地干工作，你手里或多或少有点权，也该为自己打算

打算了。”王文波不为所动。他心中自有他的想法：人不

能为钱活着，违反原则的事决不能干。1992年秋季因受

风暴潮的袭击，全镇果园和虾池受灾严重，有的村干部

提着好烟、好酒来到王文波家请他给予照顾，多减免一

点特产税。王文波婉言谢绝了，并认真地对那位同志

说：“该减免的，你不送礼也会照常给予减免的，不该减

免的，你送多少礼也不行”。第二天，他亲自到各村进行

察看，落实受灾情况，按照政策规定，向上级进行了如

实反映，及时把灾情减免款送到了受灾群众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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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 峡市理财人

——记全国财政系统先进

工作者张留欣同志

李少民

每当夜幕降临，在豫西边缘的三门峡市财政局办

公楼上仍亮着一盏灯，灯下忙着一位辛苦了一天仍不

知疲倦、年近花甲的老干部——一个为三门峡经济发

展奋力拚搏的实干家——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

市财政局局长张留欣同志。他上任于 1989 年初。他曾

担任过洛阳地区财政局局长，长期从事财经工作，1986

年区划调整时被照顾留在三门峡市驻洛阳办事处。对

组织上的决定，他二话没说，毅然抛家别妻，只身从洛

阳来到数百里外的三门峡市，主持财政局的全面工作。

他到任后，率领新组建的局领导班子狠抓了机关作风

纪律整顿，优化劳动组合和廉政建设，全面推行目标管

理，严格奖惩制度，使机关面貌在短期内有了根本转

变。

近年来，在他的带领下，该局干部职工团结协作，

连年被三门峡市政府评为超额完成责任目标先进单

位。1992年被授于“立功单位”，同时获得省扶贫工作先

进单位、控购工作先进单位、全省财政宣传先进单位、

文明单位等 20 多项荣誉称号。他个人也被评为全国财

政系统先进工作者。

作为财政局长，张留欣同志时刻不忘把培植财源

做为头等大事来抓。三门峡地处豫西丘陵山区，建市

晚，基础差，底子薄，财政收入连年入不敷支。为了改变

这一状况，他深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确定了“因地制

宜，充分利用本地‘黄、白、黑’和‘果、烟、牧’等资源优

势，巩固和发展现有财源，扶持和优化发展中财源，探

索和开辟后备财源”的财源建设方针，制定了“八五”期

间财政扭补创收规划及摆脱财政困境的具体措施。为

了筹措资金，支持生产发展，他不顾年老体弱，东奔西

走，共筹措资金 1 亿多元，扶持了卢氏、渑池等县的烟

叶生产、灵宝县的县、乡黄金生产企业和一批重点工

程、重点企业及短、平、快项目，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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