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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从新疆伊宁市东行驶 14 公里，伊宁县胡地亚于孜乡盖
买村便进入视野，条条整洁的柏油路直通家门，座座红顶的安居
富民房点缀其间。

盖买村是一个少数民族群众占总人口 87%的村子。留着精
干短发的村党支部书记李元敏说着一口流利的维语。在村里，
一提起李元敏，不少村民会竖起大拇指说：“杰米拉，亚克西！没
有她，就没有盖买村的今天！”

“盖买村就是我的家。”她觉得村民都是自家亲戚，谁家有困
难都应该帮一把。

有一次，李元敏去邻居买合布里赞家打水，看到老人背部生
了 5 个脓疮痛苦地躺在床上，她赶紧叫上在地里浇水的丈夫，送
老人去医院看病。老人没钱不愿住院治疗，李元敏就拿出 500
元给老人看病抓药。还把买合布里赞接回家，每天请村医疗室
的医生输液，给老人挤脓疮，直到老人康复。

李元敏的女儿看着妈妈每天穿着一身旧衣东奔西跑，特意
给了她 1000 元，让她去买身新衣。李元敏心里却惦记起村里
那些房屋漏雨的村民。她用 1000 元钱买了一捆塑料布，分给
了村里的 29户贫困户。

这些年来，帮助过多少村民，她自己都记不清了。村里人到
她家打牛奶她从不收一分钱，她还为村民牲畜免费打疫苗，教他
们种地，她家的打草机、拖拉机、粉碎机等，村里人可以免费用。

2010 年，李元敏已是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家里养着 30 多
头牛，还发展特色种植，每年收入近 20 万元。“看着盖买村一年
比一年穷，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在乡干部的多次动员下，李元敏把好朋友叫到家里问：“盖
买村选位咋样的书记才能干好？”“没有私心吧。”听了这句话，李
元敏把养殖产业扔给丈夫，走上盖买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岗位。

说起2012年盖买村换届选举的事，李元敏眼中不时闪现泪
花。宣布选举结果的那天早晨，许多村民顶风冒雪地站在村委大
院里，搓手哈气地等着，就想亲眼看到李元敏当选村委会主任。
李元敏暗下决心，“3年盖买村不大变样，我就回家喂牛。”

李元敏带领村干部,按照地册上的土地亩数,从自家开始，
拿着皮尺一亩亩地量,量出了 345 亩机动地。通过民主决议,村
里决定以每亩 300 元的价格把 320 亩土地承包出去,给村集体
增收 9 万多元；25 亩为村里 52 户年轻人划分了宅基地。分到宅
基地后，村民阿布力克木·阿布力孜喜极而泣，拉着李元敏的手
不放。

2013 年,村里 9 公里的沙石路面铺上了柏油;全村 25 公里
的泥土路全部铺上沙石;在分割村子的一条吉里格朗沟上架起
了一座 12米宽、94米长的钢桥，解决了村民们出村难题⋯⋯

在李元敏带领下,盖买村从全县的“拖后腿”变成了“领头
羊”。2013 年，盖买村的人均收入突破了 1 万元，村集体也有了
50多万元的收入。

更 多 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更 多 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中 国 故 事

“盖买村就是我的家”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新疆伊宁县盖买

村党支部书记李元敏
本报记者 马呈忠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闫闫 静静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邮邮 箱箱 jjrbzggs@jjrbzggs@163163.com.com

不给儿孙留一间房、不让儿孙沾

一点“光”，是 10 年前原财政部部长

吴波同志两份遗嘱的主要内容。两份

遗嘱为吴老的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

其中蕴含的“精神遗产”熠熠生辉，

令人敬重，令人难忘。

身居部长要职的吴波同志，一生

都在追求理想信念，永葆本色。无论

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都拒绝

特殊待遇，不吃小灶、不配专车、不

住好房，将个人需求压缩到最低，把

群众需求视为最重要；他廉洁自律，

拒绝收受礼品、拒绝超标接待、拒绝

公车私用、吃饭自掏腰包，公务工作

中能省则省，更不因私事花费国家一

分一厘，他的儿孙都是普通干部和工

人农民，从不允许特殊关照；他甘

于奉献，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认真

负责，在生活中也不遗余力为民服

务，常年拿出一半工资帮助有困难的

群众⋯⋯回望吴老高风亮节的一生，

他 不 沾 一 “ 尘 ” 来 ， 不 染 一 “ 尘 ”

去，却在人民的心中树立了一座精神

丰碑，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

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崇高

风范。

时移世易，但吴波同志的宝贵精

神值得深深记取。他的生动言行在告

诫新时期的建设者们：国家富强、民

族昌盛、人民幸福永远是共产党员的

执着追求，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永远

是增强党和国家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法

宝，勇于担当、无悔奉献永远是战胜

挑战、赢得未来的精神后盾。面对机

遇和挑战共存的大时代，没有这样的

精神是不行的，不践行这样的精神是

不行的。我们要从以吴波同志为代表

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精神中汲

取力量，以他们为镜，深学、细照、

笃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披荆斩棘、

开创未来。

一位父亲、一份遗嘱，一个流传至
今的故事。这一切都与吴波有关，与这
位参与奠定新中国财政基础，年逾古稀
仍担当大任的前财政部长有关。

时间回到 10 年前，2005 年的 2 月
初春，99 岁的吴波走完了生命的旅程，
留给儿子们的只有一份特殊的遗嘱。
说特殊，是因为同样的遗嘱，吴波立了
两次。一次是 2000 年病重期间，一次
是去世前一年；说特殊，是因为两次遗
嘱的内容都是要将自己的待遇住房交
公。第二次遗嘱，他特别写给财政部党
组，并要求子女不向财政部伸手要任何
照顾。

老部长吴波虽然已经走了 10 年
了，但这个故事依然流存在很多人的口
中心上。不少人讲给自己的孩子听，讲
给孩子的孩子听。然而，这一切不过是
吴波人生的最后一个故事而已。克己
奉公、清正廉洁早已不是吴波的生活片
段，而是他全部的生命和整个的灵魂。
正如他离休后对自己革命生涯的概括：

“面完达摩十年壁，换得金刚百炼身。
今日灵山问证果，此生犹愧净无尘。”

一个“愧”字写出了吴波一生追求
的境界，那就是一尘不染的灵魂，高贵
纯净的精神，而这一切都体现在他对党
的忠诚，对人民和事业的无私奉献中。

最大任职年龄的财政部长

如果数一数新中国历任的财政部
长，吴波算得上是在职年龄最大、在职
时间极短的一任部长，但这丝毫不减人
们对他的敬重。

1979年，吴波走马上任财政部部长
时，已经 73岁。

上任那年，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中国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的高
潮。经过调查研究，吴波建议中央实行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并
分别对广东、福建两省及深圳、汕头、珠
海、厦门 4 个特区实行特殊的财政政
策。这一方案，既不影响中央宏观大
局，又能发挥地方积极性，还促进了国
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中
国经济的腾飞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使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
税收工作恢复正常秩序，在吴波的具体
指导下，财政部于 1979 年提出具有深
远意义的税收三大建设（理论建设、制
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目标，并付诸实
施；他还草拟了经国务院批转的《财政
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明确了

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及内容。
在人们眼中，吴波既是一位专家型

的政府官员，又是一位实干型的高级领
导。他处处以身作则，一身正气、两袖
清风，吴波的工作风格不仅对财政部形
成勤奋、清廉、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起
到了重要作用，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佳
话美谈，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说起吴
波的“抠门”故事。

1960 年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财政
部为解决干部食堂吃菜问题，曾用一块
闲地种了几年蔬菜。后来吃菜问题解
决了，菜地变成葡萄园。为给葡萄园建
围栏，当时部行政司做了一个 200 多元
的插竹篱笆预算。吴波看后批示：“要
重新计算一下，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
铁丝网省钱？”经过重新测量计算的结
论是，拉铁丝网只比插竹篱笆节省 20
多元。吴波这才批准了这个预算。

吴波经常说，无论是基本建设投
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都应精打细算，
绝不能大手大脚，更不能铺张浪费。

吴波担任财政部领导 30 多年，形
成了一套丰富的理财观，主要是 5 个结
合，一是发展经济与壮大财政相结合，
反对只重视财政收入而轻视经济发展
的观点。二是经济发展与国力相结合，
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思想。三
是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始终坚
持充分调动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四是增加收入与勤俭节约相结合，并一
以贯之地应用于财政工作的实践中。
五是专业征税与群众协税相结合，抓税
收与抓生产相结合，完成税收任务与严
格贯彻财税政策相结合，税收理论与税
收实践相结合。

吴波的这套观点对财政工作实践
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为财政工作作出了
重要贡献。

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吴波从不端架子，与吴波相处的人
都说，吴老很普通。

原财政部办公厅档案处处长冯润
来说，“他不把自己当成是部长。”冯
润来今年 83 岁，1951 年到机要室担任
打字员，很多重要文件都由他来打，
他 的 办 公 室 和 吴 波 在 单 位 的 宿 舍 相
邻。“一天，我晚上加班，天气很热，
我穿着背心裤衩打字。吴老拿着文件
进 来 了 ， 看 见 我 这 样 说 ，‘ 你 可 真
爽’。”冯润来边笑边说。

北京市西城区大酱坊胡同 20 号，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分配给吴波的
一个小二进的四合院。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院子时，不敢
相信这是财政部长住的房子。房子年
久失修，很多地下的青砖已经裂了，地
面凹凸不平，窗户上的油漆也基本脱
落，房上长出了荒草。正房客厅里的陈
设更是陈旧，一套破了皮的旧沙发，两
把旧藤椅，一个旧书柜和一张旧的长条
桌。”曾给吴波当过工作秘书的王沈京
说，“就是这样一个小院子，吴老一住就
是 47年。”

“我当副部长以后，几次提出要修
葺吴老的房子，他都不同意。后来梁柱
的油漆脱落了，有的地方漏雨了，不修
实在不行了，他才勉强同意修。”原财政
部部长项怀诚回忆说。

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不给国家添
麻烦，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这是吴波一
生坚守的原则。他任部长期间，坚持不
给自己配专车。

1976 年，吴波到山东省调研，不同
意坐小车去，和同事们同乘一部面包车
出发。一周后，一行人乘火车到泰安，
接待人员让吴波乘坐红旗轿车，吴老婉
言谢绝，和大家一起挤在一辆北京 202
吉普车里，而象征职务等级的红旗牌轿
车放空跑回。事后有人问吴波，让红旗
车放空跑个来回不是浪费吗？吴波说：

“如果我坐了红旗车，我在泰安调研几
天，红旗车就会跟我几天，这会造成更
大的浪费。”

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吴波为避嫌，
没有到自己的故乡安徽省去过一次。
1982 年，第四任财政部长张劲夫调任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邀请吴波和夫人一
同去黄山看看。吴波和夫人乘火车到
达合肥时，安徽省委办公厅主任带车到
火车站去迎接，从黄山回北京时，省委
又派车把他送到火车站。上火车前，吴
波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 50 元转交汽
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
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
否则就是公私不分。

从 1997 年开始，陈纪祥给吴波做
了 8 年多秘书，并把老人家送走，“吴老
去世前嘱咐我说，有两个保险柜是财政
部的，等我走后，一定要交回。”陈纪祥
拿出一张办公设备退库单，上面记录着

“吴波部长，2005 年 3 月 4 日，两节柜、
五节柜各一，交物人陈纪祥”。

“如吴老般克己奉公的老一辈党员
大有人在，但如吴老一样纯粹的不多。”
项怀诚说，吴老所作所为都很普通，但

在平凡小事中严于律己，累积起来却让
人感到高山仰止。

而吴波就这样坚守了一辈子。吴
波的这些故事后来被财政经济出版社
编辑成书，名为《来去无尘——一位财
政部长的生前事》，感动了无数财政人。

最富有和最清贫的父亲

吴波的儿子吴威立今年 80 岁了，
但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说，“父
亲是个温和的人，从不和我们发脾气，
也不讲大道理，更多是身教，用自己的
言行举止来影响我们。”

1957 年，吴威立考上清华大学，吴
波高兴地对吴威立说，你需要买什么，
开个单子。于是，吴威立列了一个清
单，总计花费是 98.5 元。“妈妈说，给
100 元吧。父亲说，不行，就是 98.5 元，
一毛也不能多给。”

“哥哥吴本宁大学毕业，申请支边，
去条件艰苦的甘肃工作。父亲支持他
的选择，问他，你考虑好了吗？去那里
就要扎根到底，一辈子不许回来，也不
准找人利用我的关系。”吴威立记得，当
时去了 5 个干部子弟，而最后，就剩下
哥哥一人在甘肃舟曲落地生根。

“我本来有机会去国有资产管理局
工作，但父亲不同意，他说，我在财政部
工作，我儿子决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
理的单位工作。”吴威立说。

吴 波 的 儿 孙 没 有 谁 沾 到 过 他 的
“光”。项怀诚说，吴老从不允许自己的
孩子打自己的旗号谋取个人私利，也不
让家人利用他的职权占有任何好处。

2000 年的一次病重，让吴波开始
立遗嘱。这是他的第一份遗嘱，是为了
去世后把住房交还国家。为此，他还开
了一个家庭会议，并请财政部的几位秘
书作为遗嘱见证人。两年多后，吴波的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不放心去世后房
子交公的事，感觉还有些意愿需要给财
政部的领导表达，又写了第二份遗嘱。
这次他直接写给了时任财政部部长项
怀诚。在遗嘱中，吴波说，我要求我的
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
因为我给他们任何照顾。

2005 年 2 月 20 日，99 岁的吴波平
静地走了。因为挂念着父亲的遗愿，吴
威立召集家人，并请了父亲的秘书和身
边工作人员开家庭会议，形成一份详尽
的《家庭会议纪要》，将遗嘱中的安排，
逐条逐人地落实下去。吴威立还写了
一份《交房申请》，请父亲的秘书送到了
财政部。“我曾劝过父亲，希望他能考虑
到在外地的兄弟生活困难的情况，把房
子买下，但他没有同意。所以，我们尊
重父亲的意愿，交还住房。”吴威立说。

吴波在第一份遗嘱中说，“我参加
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
置私产留给后代。”他没有大额存款，
仅有 3 万元左右的积蓄，除去丧葬费
和儿子搬出公房等费用外，几乎没什
么剩余，留给几个孩子的就是几大柜
子书籍，但他留下的那沉甸甸的精神
财富，却弥足珍贵。

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本报评论员

财政部原部长吴波一生克己奉公，清正廉洁——

两袖清风 来去无尘
本报记者 江 帆 常艳军

吴波，1906 年生于安徽省泾

县。1939 年 6 月参加革命工作，

194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秘书主任，晋

察冀边区粮食局副局长、代理局

长。解放战争期间，兼任晋察冀野

战军后勤司令部供给部副部长，晋

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处长，华北解

放区财政厅副厅长，华北人民政府

财政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

任中央财政部办公厅主任、部党组

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副部长、党

组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

组副书记，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

书记，兼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

记。1978年后历任财政部顾问，

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财政部顾

问、党组成员。1988年离休。

人物小传

“你的网络覆盖范围有多广，你被攻击的范围就会有多广。
过去我们说两军阵前勇者胜，现在进入了新阶段，应该是两军阵
前智者胜⋯⋯”

坐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副总工程师王
丽宏面前，听她语调平和地给我们讲述未来国家网络信息安全
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今年 47 岁的王丽宏，已经在网络信息安
全保障领域摸爬滚打了 15 年，多次承担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突
破了互联网海量数据信息处理等技术难题。

王丽宏已经不记得处理过多少起网络安全事件，而她印象
较深的，是 2009 年 5 月 19 日发生的“暴风门”事件，当晚 21∶50
开始，江苏、安徽、广西等多省的网民几乎同时发现网络反应变
慢，并在随后 3 个多小时内无法访问网络。相关人员迅速对事
故原因展开调查，发现是某黑客组织对一家游戏私服网站 DNS
域名托管商进行攻击，没想到这台服务器上还托管了另外国内
13 万家网站的域名，最终造成大面积网络堵塞。次日凌晨 1∶
20，受影响地区的互联网服务终于恢复正常。

王丽宏说，突破关键技术，搭建实际应用平台，这是她最初
5 年的主要工作。“科研成功，不代表实际应用成功，工程问题往
往需要实践经验来解决。做好了软件后要施工、升级，我们经常
在早晨 5点到 7点，趁用户量最少的时候到机房进行割接。”

通过技术手段检测各类网络安全事件，分析国家网络安全
态势，实现一年 365 天、7×24 小时的监测。这是王丽宏的第二
个五年任务，重大事件如奥运会、世博会需要全程监测，进行应
急处理，“经常加班加点，别人休息的时候我们更要坚守岗位。”

在外人看来，网络事件往往是一团迷雾，而王丽宏他们正是
要在一团迷雾中把线索理清楚。现在网络经济诈骗案件频发，
有的诈骗网站做得和官方网站一模一样，需要专业人士通过技
术手段去自动发现。王丽宏说，这是技术难点，需要掌握网站的
相似性和差异性，处理需要快速、准确、全面。

自 2000 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调入北京参与新创建的工
作，王丽宏这 15 年都扑在了国家网络信息安全事业上。第三个
五年，她开始从事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2013 年开始，应
急中心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着力培养网络信息安全领军
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
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将最尖端的科技成果应用在这里，而这
些尖端技术只能靠自己去打拼，”王丽宏说，网络空间的博弈是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超越时间与空间，兵不血刃而决胜于千里
之外，特别需要从业者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忠于国家和人民的
奉献精神。

网 络 安 全 的 守 护 者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家计算机网络

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副总工程师王丽宏
本报记者 肖尔亚

图① 吴波在工作中。

图② 原财政部长王丙乾（左一）、原财政部长项怀

诚（右一）看望吴波同志。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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