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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剖弦中

《攸县税务志》记叙了我县自清末、民国至一九八五年这段税

收史料。特别是较为系统地记叙了建国三十六年来税收工作的发展

状况及在各个历史阶段，税收为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保证工

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发展社会主义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税收对引导生产、指导消费，使商品经济沿着

国家意向、有计划地发展运行；参与国民经济分配、筹集资金，保

证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通过征收，对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和财

务进行检查和监督，促使经济部门加强核算，提高经济效益所起的

作用越来越显著。

《攸县税务志》出版了，它将以充足的史料教育人们，认识税

收本质、明确税收任务、支持税收工作、增强税法观念，推动四化

建设。



莆 旨
丽 青

《攸县税务志》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收集资料、整理编写，现

在和大家见面了。它如实地记叙了从清末到一九八五年止这段税收

史实，为税收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精神

财富。

税收是国家权力的经济体现，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不

同的社会制度，央定不同的税收本质。从《饮县税务志》的史料中

可以看出．建国以前的税收。是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裁敝，有

取无予；新中国的税收，不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且是国家巩

固政权，指导生产，引导消费的重要经济杠杆。

《攸县税务志》还说明，新中国的税收，不仅用的合理，取的

也非常适度。据1 950年到1985年，三十六年的统计资料，这个时期

工商税收，占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比率是3．93％。其中比率

在4叻骖：下的有二十二年，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并在各个

历史阶段中，为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都发挥了重要作角。

《攸县税务志》的史料教育我们：要热爱社会主义截度，认识

税收本质，明确税收任务，懂得税收地位。努力做好税收工作。

《{灾县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上限为1840年，有的地方因事而异，上溯到明末清初；

下限为1985年。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记载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攸

县税务，共分四章九节；下篇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攸县税

务，共分四章二十节。全书计十二万余字。 ：

二、本志在年代的写法上，除写明朝代、年号外，还加注了公

元纪年，如清朝咸丰三年(1 853年)，民国六年(1 9 17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称为建国后，使用公元纪年。

三、本志使用的货币，清代为银两，民国时期先为银元，1 935年

以后为法币，1 948年8月改为金圆、券，1949年7月又改为银元券，建

国以后的货币为人民币，19a4#·发行新人民币，每一元兑换1日人民
”●

．， ．--r．-一
叩一刀兀。

、 ●

四、凡在社会主义税收工作中有贡献的人员，只记事迹不记姓

名。但为了记载税务机构沿革，对于历任攸县税务局正．副局长，

以及1985年在任股、所长，以表格形式排列姓名。

五、本志上的税收数字，是融实际征收数为准，未减直接划解中

央和省级收入部分以及前征后退部分，有关比较，也是以征收数为

依据；各个时期的工商户数，是以实际纳税登记数为准。因此，与

有关部门的数字不尽一致。



他县税务局臻滴}藩黏≯
，一强搿茹(Ⅸ戳爹囔



▲攸县税务局外勤干部着装纪念台影

V基珐税务所干部，在秘扳做好

税收工作的同时，努力美化环境，半

富业余生活。幽为菜花坪税务所干部

正在培育柑枇。

(j 撕摄)

▲新市税务所炊事员j‘l矬文“85年

养衍1 25头，1 1 86年又莽猪1 92头，莽鸭

】50 Jl，莽鸡35只，养鱼1700尾，多次被

评为市、县先进工作者。l兰j为他正在喂

猪}眦 (陈垒华摄)

谧盏



▲攸县犬理石溅艟丰借，税务¨通过渊书研究，积极龈介桃水煤矿和县建

筑公司集资联tf，成立做县人理石J‘，为攸县开发新的!}产门类，增辟新的税

泺。图为税务局划艮生旧志正在车间和J领导谈生产情砒。 (丁勇摄)

司县税务局经常向

J_A个体纳税户宣传

党的税收政策，使广

大个体户自觉向国家

交纳税金。图为城关

地区的个体户正在城

郊税务所交税。

(陈金华摄)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湖南省税务局奖

给攸县税务^d的书小

(陈垒毕搬)

A株洲市税务册

奖给政县税务局『【cJ

怖搬 (际盒‘}撇)

A攸县人民政：j奖：A

攸珏税务j士的锦旗

(陈金华饿)

▲各县，市兄弟单位赠送给攸县税务局的匾颧的照片 (陈金华摄)

0



▲ <攸县税务志>编舔顾n，I及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前排右起；刘长生、尹

墉起、尹珠林、黄唑洋、征乾顺；肝排右起：杨显民，囊石林、彭群，蔡伯

{g-、陈林仔、I宗住。 (r勇摄)

A 7做县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正在阅审忐稿 (陈金华摄)



攸县税务机构设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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