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博览 2015.2

历史一页 LSYY

邓小平高度重视《人民日报》的宣传报

道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先

后对 《人民日报》的110多篇社论和文章进

行过审阅修改。

邓小平对社论作了许多重要修改

1953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在一版

发表了社论《加强旺季征收工作，保证完成

国家税收任务》。这是邓小平审改的第一篇

《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一篇紧密结合当时任务，部署和指

导实际工作的社论。社论对完成当年税收任

务的意义、当时工作的重点、做好税收工作

的主要环节和需要严格把握的政策，作了重

要阐述。
当时，邓小平作为主持财政部工作的中

央领导，对这篇社论进行了认真审定，并作

了许多重要修改。

在第一段中，邓小平对社论提出的应在

“10月份大部分完成”的所得税入库任务指

标进行了删除，使其简要地表述为：“今年

占国家税收计划三分之一以上的经常性税收

任务将集中在第四季度完成，其中私营工商

业的所得税更须抓紧在11月份完全入库。”
最后一句话是：“因此，完成与超额完成今

年税收计划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各级税

收部门必须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抓紧时机、
贯彻政策、依法办事、防止偏差，认真做好

这一工作。”邓小平将其中“党委领导”一

词改为“党政领导机关指导”。

在第二段中，社论指出：“由于国家今

年对经济建设的大量投资，工业、农业的增

产，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以及调整商业，扩

大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的结果，今年全

国市场淡季不淡，旺季早临，出现了繁荣的

景象。”邓小平将最后一句改为“出现了较

之过去更为繁荣的景象”。紧接着，他又将

社论中“如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今年

上半年私营工商业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后的一组统计数据删去，加上了“很多”两

字。对此修改，邓小平在社论送审稿的左侧

专门作了批注：“去年上半年正值五反，故

以不举具体数字为好。”
在第三段中，社论中提出各地党政机关

对所得税估征工作应加强领导，“各级税务

机关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摸清几个重点

户的真实情况，取得征收工作的经验，用以

推动全面”。邓小平删去了其中的“几个”

两字。之后又将社论中指出的“不从今年营

业实际情况出发，简单地采用上年度的纯益

率或毛利率标准进行估征，这是十分错误

的”一句中 的“这是 十分 错 误的”，改为

“这是很不妥当的”。

在第四段中，社论中提出必须抓紧商品

流通税、货物税的征收工作，而有些税务干

部“认为这两种税根本没有什么偷漏现象，

因而忽视稽征管理工作，给不法资本家以钻

空取巧的机会。这些脱离实际的看法，必须

加以转变”。邓小平将最后一句“必须加以

转变”明确改为“必须加以纠正”。紧接着，

他又在“事实证明：凡是经过深入检查的地

区，都发现了这两种税的偷漏现象是严重

的，甚至还发现了从未纳税的漏户。根据各

大中城市税务局抽查结果”后，特别加了一

句话：“证明偷漏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对

第四段最后几句话，各级税收部门必须加强

稽征管理工作，“在当地党政领导下，有计

划、有重点地开展反偷税、漏税的斗争和清

理欠税工作”，邓小平将其中的最后一句修

改为“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反偷税、漏税

的斗争和清理欠税的工作”。

邓小平亲自审改
《人民日报》社论
■ 王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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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段中，对“根据各地经验，反对

偷税漏税还可采取工商户自查补报，群众监

督和检举的办法”这句话，邓小平将其中的

“反对偷税漏税还可采取工商户自查补报”

修改为“反对偷税漏税可以采取工商户自查

补报”。对“政府对于自动进行自查补报的

工商户可不处罚，对被检举或被查出的工商

户按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处罚，要坚决地打击

顽固而又严重的偷漏户”这几句话，在最后

一句之前加了一个“但”字。将“目前有一

些税收干部，对职工店员护税工作重视不

够，或配合得不恰当；少数店员为资本家利

用打掩护，纵容偷税，这亦必须加以改正”
中的“这亦必须加以改正”，改为“这是必

须加以教育和改正的”。
在第六段中，社论说：“全体税务干部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艰苦努力，不断

提高和改进工作方法，曾经取得了不少成

绩。”邓小平在“曾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前

着重加写了一句话：“纠正那些只顾任务不

顾政策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

这篇社论全文约2000字，邓小平共作了

14处修改，其中重要修改有10处。

邓小平的修改严格把握政策和求真

务实

这些修改虽然文字不长，但表述准确严

谨，实事求是，充分展现了邓小平高度的政

治敏锐性，时时注意严格把握政策和总览全

局的政治家风范。此前，邓小平曾多次为中

共中央起草电报，对做好财政税收工作和严

格执行政策问题作出过明确指示。
1953年8月26日，邓小平为中央起草批转

华东局《关于当前财政收支问题及对资产阶

级问题的指示》的电报，电报指出：“这个

指示是及时的和正确的，现将这个指示略加

删改，发给你们参考。” 《指示》中说：在

收入方面，应积极发展生产，扩大商品流

转，增加税收及其他收入，争取超额完成收

入计划。凡应收与能收的，应尽一切努力收

齐，不让偷漏，但不应收的也决不要收。9

月12日，邓小平为中央起草给华东局并福建

省委的电报，同意福建省委关于执行《中共

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
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的报

告和华东局对该报告的批示。邓小平在电报

中指出：“福建省委报告中提到要在福州等

几个主要城市有领导有重点地开展一个反偷

漏斗争，我们认为反偷漏斗争是必要的，但

不可作为一个运动去进行，打击面要小，并

须采用恰当的方法，善于运用工商联的组

织，不要使社会上觉得又来了一次‘小五

反’，这点是须请你们注意掌握的。”

这些修改尽管多是短句短语，却十分简

明贴切；有的改动虽然只有一字、两字，却

非常精练有力，其简洁朴实的语言风格，实

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跃然纸上。

在10月29日发表的这篇社论送审稿的右

侧， 《人民日报》 总编辑邓拓的送审说明

是：“邓副总理：此社论拟即发表，请您予

以审阅退回。邓拓 十月二十日。”邓小平

的批示非常简洁明了：“用 邓 十月廿六

日 退 （邓拓）。”“用”或“可用”，是邓

小平审定《人民日报》社论时最为常见的批

示用语，也是其鲜明语言风格的具体体现。

就任财政部部长是受命于困难之际

邓小平于1953年就任财政部部长，可以

说是受命于困难之际。
1953年初，毛泽东对新税制问题进行了

严厉的批评。当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

议，又重点批判了修正税制工作中的缺点和

错误，讨论和批评新税制成了会议的中心问

题。在历时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

8月17日，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

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9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通过了这两项任命。
邓小平就任财政部部长后，深入调查研

究，采取切实措施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

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

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努

力，1953年的财政收入超收19.42亿元，支出

节约13.38亿元，不仅原计划要动用的上年结

余没有动用，而且当年年度收支相抵还结余

2.47亿元，扭转了当年年初的被动局面。

在财政部部长9个多月的任期内，邓小

平在1954年又先后审阅了三篇有关财经工作

的《人民日报》稿件。
其中，一篇是11月25日发表的《人民踊

跃储蓄，支援国家建设———全国储蓄金额达

12万余亿元》的消息，另两篇社论分别是1

月31日发表的《踊跃购买经济建设债券》和

6月18日发表的《全力保证实现1954年国家预

算》的社论。

1954年6月18日发表的 《全力保证实现

1954年国家预算》是一篇重要社论，邓小平

审阅时曾作过较多修改，最后这篇社论由毛

泽东审定批示发表。
作为分管党和政府多方面工作的中央领

导，1954年，邓小平共审改了12篇 《人民日

报》的社论或文章，是除1957年之外，邓小

平审改 《人民日报》见报稿件最多的一年，

其中有10篇社论或文章为《邓小平年谱》所

记载。■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