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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重于泰山
中国财政杂志社原副社长｜郭代模

1968 年金秋时节，我毕业于湖南

财院，2005 年国庆退休，期间经历近

两年部队再教育，三年研究生学习，

工作了 32 年，其中一半时间是在中国

财政杂志社度过的。值此中国财政杂

志社建社 40 周年、《中国财政》创刊

65 周年之际，对我 16 年的杂志社工作

略作回顾，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工作要干好，学问不能丢”

在我辞别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

财政科学研究院前身）之前，来到恩

师许毅办公室，请他指示。许老深情

地说 ：“我没有给你准备什么，但有十

字相送 ：工作要干好，学问不能丢！”

我回答老师 ：“您这是金玉良言，学生

铭记于心，并付之实践。”

1990 年 6 月 16 日，我在财科所常

务副所长黄菊波的陪同下，来到中国

财政杂志社报到。黄所长的陪同是有

原因的，一是解释迟来报到的原因，

二是向杂志社借人，让我回所里帮助

起草一篇部领导的文章。6 月 19 日，

我正式来到杂志社，成为其中一员，

并一直工作到 2005 年 9 月退休。这一

干 16 年，这一退又是 16 年。

创业不易，奋斗不止

严格地说，《中国财政》 （1997年之

前名为《财政》） 《财务与会计》 （1979年

创刊）两本杂志的问世，得益于毛泽东

主席对 30 多个中央部委的调查研究，

亦得益于财政部党组全面落实毛主席

的指示，进而使我国的财政研究、财

政宣传和财政出版事业得以风生水

起。其中虽有坎坷，但毕竟不断成长，

《中国财政》于 1956 年创办，且风行四

海 ；中国财政杂志社于 1981 年建社，

亦随之壮大。

在杂志社建社之前，两本杂志的

编辑工作，隶属于财政部办公厅。作

为机关刊物，两刊无疑是财政部的宣

传喉舌。当时居无定所，杂志社只得

打游击，靠租房办公。为了有一个稳

定的办公场所，杂志社自筹资金，修

建了一栋小楼，从此有了一个家的感

觉，有了一个扩大发展的空间。

在杂志社工作的 16 年中，我真心

爱社，初心不变 ；敬业乐群，定力不

变 ；作为临时负责人，宠辱不变 ；当

了顾问，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态度和精

神不变。总之，尽可能修为自己、做好

自己。

我到杂志社后，财科所新任所长

宁学平同志曾当面对我说 ：他曾三次

找主管领导，想把我要回去。记得王

纪新同志来杂志社主管工作后，全国

财政科研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三长会

议，即会长、秘书长、所长会议）在贵

阳市召开，我作为学会副秘书长应邀

出席会议。当时，恩师许毅也找我谈

话，亦有邀我回财科所工作的意思。

我经考虑 ：纪新同志刚来，于公于私

均不宜走，而应该给新任领导以积极

支持。虽然杂志社、财研系统也常有

动静，但我爱社初心不变。

在杂志社工作 16 年，我没有休过

假，甚至常处于超负荷状态。既是读

者，又是作者，更是编者。我上班早，

下班晚，常常晚上还要加班。一次快

下班时，时任编辑部主任何杰平匆匆

推门而入 ：请郭社长加个夜班，帮助

写一篇评论员文章。第二天一上班，

我就把写好的稿子交到杰平手里。在

社 16 年，由我执笔的社论、评论也有

十几篇。这些社论，有针对党和国家

大事、财政工作重点的，有侧重于政

策宣传的，也有涉及理论探讨的，具

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指导性，需要理论

政策上的积累和把握。对此，我较有

自信。同时，除了组稿、审稿外，我还

兼顾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尽可

能做到两人班子，协力共事。先商量，

形成共识，再上社务会决策。这些事，

看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不简单。六

年间，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使杂志社

得以健康运行，但还是有能力不能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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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地方，好在同志们的觉悟很高，

任劳任怨，弥补了自己心里些许的愧

疚和歉意。

班子终于配齐了，由原来的两人

变成五人。我成了顾问，成为新班子

里一名务实的“智囊人物”。朱平壤社

长有事常找我咨询，我则尽力而为。

在社工作 16 年，我没有为自己的事跑

过部里，没有为自己的“好处”放弃原

则。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在部

里“三讲”活动中，我的“讲政治”汇

报受到好评 ；在机关党委的“学习园

地”，我的《谈财经文章写作》，被作为

专辑出版 ；在财政部“双优”评选中，

几乎年年有我的名字出现 ；特别是中

央八部委联合举办的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 20 周年纪念大会，我的一篇文章

入选，为财政部、杂志社争了光。对

此，我宠辱不惊，并坚持做到不问收

获，只管耕耘。

几点启示，亦或希望

总的说，杂志社要追求高质量发

展，就必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将初

心与使命有机结合起来，以争取更大

光荣，具体说 ：

一是生存靠质量，要不断提高刊

物质量。刊物质量是杂志社的生命所

在，为此，我们曾经专题研究并作出

决定。提高刊物质量，关键要抓稿源

质量，抓作者群质量，对作者要抓选

题质量，写作质量 ；其次有了好的稿

子，务必要抓审稿质量，抓编辑队伍

的素质 ；再次要抓读者反馈，请读者

评刊，不断提高读者的满意度。

二是吃饭靠数量，要不断扩大刊

物的发行量。为此，我们坚持开好宣

传工作会，交流各地经验做法 ；坚持

深入各地，了解实际工作情况 ；坚持

抓好队伍建设，做好推广服务工作。

两刊发行曾辉煌到 80 多万份。我相

信，杂志社的“三刊两鉴”必将占领更

大的市场，赢得更多的读者。

三是增效靠管理。质量的提高，

数量的扩大，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

增效，既要以增强社会效益为主，又

要增强经济效益。从增社会效益而言，

主要是弘扬主旋律，发挥正能量，增

强竞争力，扩大影响力，更好地服务

财政改革发展，更好地服务读者 ；从

增经济效益而言，就是创造出更多的

收益，为提高职工福利提供物质保障，

为杂志社的持续发展提供财力保证。

四是发展靠创新。创新的基础和

前提是继承，继承的光大和提升靠创

新。继承的内涵包括好的传统，好的

作风，好的精神。好的传统在于忠诚

事业，好的作风在于求真务实，好的

精神在于艰苦创业。继承必须创新，

不创新就会失去动力和活力。在杂志

社工作 16 年，我们始终关注创新，包

括刊物内容上的创新，强化了社论评

论的写作 ；刊物形式上的创新，强化

了美编美化工作 ；刊物推广上的创新，

既巩固了队伍，又强化了走出去的联

络机制。

五是关键在领导。党是领导一切

的。杂志社的发展壮大，一要加强党的

政治领导，切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杂志社

确保正确的发展方向 ；二要紧跟财政

部改革发展的工作部署，牢牢把握宣

传重点、要点 ；三要强化政治学习、理

论学习和业务学习，为发展凝聚力量。

最后，为祝贺《中国财政》创刊

65 周年，我以诗的形式写了一些心里

话，并作为此文的结束语。

赶考路上砺初心

领袖调研建设道，

十大关系集大成。

指点江山换新颜，

激扬文字化龙腾。

国之大者财行政，

天人合一民为魂。

宣传阵地润甘霖，

财政刊物伴春生。

建设勃兴奠宏基，

改革潮涌致富经。

立论公正唯求实，

风行四海任纵横。

小平文章成标志，

政治敏锐护核心。

服务中心重实践，

升华理念勤耕耘。

内容形式相益彰，

红花绿叶总关情。

作者遍布九州地，

编者辛劳全在心。

莫道嫁衣难制作，

爬格苦乐理自明。

读者口碑一杆秤，

专家厚爱献雄文。

百强期刊非自夸，

字字句句见精神。

而今迈步新长征，

赶考路上砺初心。

继承创新无止境，

更上层楼万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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