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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常宅在家中看书，可玩儿

的玩具并不多，最好的伙伴不是洋娃娃，

而是姥爷用的一把算盘。妈妈是数学老

师，教我从单手拨珠到双手齐上，从简

单的加减到难度更高的乘除，当“凤凰

双展翅”“八仙过海”等图案通过算珠的

上下翻飞展现在我面前时，一种成就感

油然而生。当时怎么也没料到大学会选

择会计专业，毕业留校又从事会计工作，

至今已与会计结缘二十多年。从一名财

务新人成长为单位、行业的业务专家，

一路走来，始终未改的是对会计工作的

热爱，是对行力知进、知深行达的坚持。

一是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上世纪

90 年代末，同学们毕业时的选择大多是

银行、国企、“四大”，很少有人愿意到

高校工作。刚参加工作时，处里的同事

都要比我大十来岁，财务工作经验非常

丰富，我暗下决心工作要积极主动、多

干多学，秉持“勿以事小而不为”，杜绝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刚开始所在的科

室是工资科，主要负责教职工工资、学

生奖助学金发放和教育收费工作。分装

工资时，我就帮着管工资的老师一份份

把现金装到袋子里，做到一分钱都不

差 ；计算学生毕业派遣费时，我就逐省

逐市查找学生派遣地点，计算乘坐火

车、汽车需要的全部费用。一年后我被

调整到计划科开始编制学校预决算，又

很快熟悉了全处整体工作，也对学校各

项事业活动有了相当的认识。通过不断

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练就了扎实的业务

能力，为我职业的发展提供极大助力。

二是勤于思考、不让须眉。社会上

普遍的看法是，女士干会计只能干一般

工作，高层次会计人员基本都是男士。

我认为，只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不

论男女都能成功。随着财务管理任务的

增加，更多地需要通过现象看本质，掌

握业务运行的基本规律，研判可能存在

的风险和漏洞，提出可行方案。2005 年

起我开始参加教育部部门预决算会审工

作，通过与兄弟高校的交流，使得我对

高等学校普遍存在的财务管理难点、痛

点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2008 年，我参

加了财政部教科文司（现科教和文化司）

《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修订的前期起草

工作，使我能够以国家宏观管理视角，

从财政管理要求出发来思考问题，探讨

事业单位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则，明确国

家对事业单位财务行为的基本规定 ；

2015 年，导师推荐我参加了财政部会计

司政府会计制度的起草工作，我在预算

会计三要素的基础上，提出设置“资金

结存”会计科目的想法，解决了政府会

计制度的一大难题。之后，我还组织团

队承担了政府会计制度与高等学校会计

制度、中小学校会计制度新旧衔接和补

充规定的研究等，并作为政府会计准则

委员会咨询专家对完善政府会计准则制

度体系提出建议。正是工作时常思考、

勤研究、多积累，使我具备了一定的政

策咨询建议能力，顺利通过了国管局首

次进行的正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

三是传道授业、团队发展。一个人

的成功只是一时，一个团队的成功才能

长久。因此，我努力加强专业学习，取

得了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和管理学博士

学位，参加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培养项

目，与来自各行各业的同学们相互交

流、共同进步。同时，我也经常将工作

中的经验教训剖析给同事、业界朋友

听，热心鼓励本单位业务骨干和业界伙

伴积极参加财政部、教育部高端人才培

养。在担任中国教育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后，向学会提出了设立青年科研基金项

目、开展多层次业务培训计划的建议，

为年轻的业务骨干和会计人员提供更

多的交流机会，提升其科研能力。

二十多年工作的心得体会，既是过

去实践中形成的认知和经验总结，也是

未来事业继续发展前进的基石和起点。

今天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人民大学

会计系各位老师，尤其是我的博士生导

师的悉心指导，更离不开学校、财政部、

教育部的长期培养。我仍将坚定不移地

奋战在会计一线，坚持知行合一、理论

联系实际，继续为国家会计事业发展添

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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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如磐 笃行致远

实现自我
武雷，中国人民大学财务处副处长（正处级）。正高级会计师，全国高

端会计人才（行政事业类三期），财政部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第一届、第二

届咨询专家，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高级会计专业资格评审委员会第四届、

第五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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