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辫嚣豢财蔑惑
籀誊0强皂；是鬻鬟l盎瓮0菇i Z疆薹潞氇Z戴i

{。馨3国·一篷08G：t；一t妒k，缸b}、aF、‘，、b；

}

¨
～

i。、菇臻盛嚣鼗惑壤罄颧鞲《x绻缡
， 二8◇一筇十贾



沐川县财政志
MU CHUAN XlAN CAl ZHENG Z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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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县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编
二oo一年十月



沐川县财政志

《沐川县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蒲四维

副组长李牧 陈敏

成员朱月堂 先进春 钟晓莉 胡敬凯

王卫 张乾山 王文川 万雪梅

《沐川县财政志》编辑室

总编曹贵昌

剐总编邹登军 杨心平

编辑杨泽澜 唐文波 杨柳



沐川县财政志

《沐川县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蒲四维

副组长李牧 陈敏

成员朱月堂 先进春 钟晓莉 胡敬凯

王卫 张乾山 王文川 万雪梅

《沐川县财政志》编辑室

总编曹贵昌

剐总编邹登军 杨心平

编辑杨泽澜 唐文波 杨柳



¨ooo年财政局全体干部、职工

副局长李牧一右一、副局长陈敏一左一

财政局长李耀强一一口∞．7-l口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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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局长张大林(1口∞o|1∞口∽一

财政局长陈I量墨一口口¨-100，7一

财政局长蒲四维一一口。，7至^孑



《财政志》编辑人员：总编曹责昌(左--)，副总编邹登军(右三)，副总编杨心平
(左一)、编辑杨泽澜(右二)、唐文渡(右一)、杨柳(左二)

财政局机关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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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中)来沐川视察工作 省财政厅厅长李达昌来沐川视察工作

市财政局长章壮图(左二)来沐川检查工作

省财政厅副厅长王雪梅(左二)、
副市长李盛根(右二)来沐川调研

财政部监察司基建一处处长李永光(前排左三)来沐川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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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县财政工作会

财政局长蒲四维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一市文明委领导检查沐川县
财政局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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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机关全体人员参加歌咏晚会

财政局领导代表国有股出席股东大会 财政局长蒲四维(右三)到永丰公司调研



财政局领导和中层千删联系镇 财政支持大楠镇三级联创
一大楠召开现场办公会

财政支持农业科技示范园

财政科技产业化扶贫发展一沐川乌骨黑鸡

低产竹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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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J|I鸟骨黑鸡

财政局领导检查优质茶园

乡镇财政所

优质茶园



序

序
蒲四雏

综观历史，历代政治家和社会有识之士均十分重视修志工作，编史修志是中国数千年

文化传统。借为县志续修提供资料之机，聘请人员编纂部门志，值此<沐川县财政志>面世

之际，不胜欣喜，命笔作序，以资庆贺。

什么是财政?<辞海>解释：“财政谓理财之政，即国家或公用团体以维持其生存、发达

为目的而获得收入、支出经费之经济行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财政是“国家对资财

的收入与支出的管理活动”壬999年项怀诚主编的<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给财政下的

定义是：“财政，也叫‘国家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

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这个定义．不仅明确了财政的主体

是国家，而且明确了国家收入来源于社会资源，支出是履行政府的职能。把财政的概念弄

清楚，才能衡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财政行为。

<沐川县财政志>是由两批人在不同时期完成的。上部<沐川县财政税务志)，记事从

沐川成为县级行政区划开始至1985年，其问财政税务未分设，记有税务史实。下部<沐川

县财政志>，记事从1986年至2000年。

编写<沐川县财政志>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秉笔直书为原则，以鲜明的观点，丰富翔

实的素材，求实的态度，真实地反映沐川县建县至2000年财政的历史演变．全方位地展示

沐川县财政的面貌。

<沐川县财政志>是沐川县财政工作昨天的记录，今天的镜子，明天的见证，是财政系

统干部、职工学习、提高，查找资料，社会各界了解财政的一本参考书和案头工具书。

我们的国家财政正在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现在，以

市场经济的标准回头看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行为，会发现许多不足之处。历史唯物

主义者评论历史上的得失，不能脱离历史条件。人类历史总是发展前进的，两千多年以来

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些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意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希望这

本书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在成书过程中。所有参与编写的同志兢兢业业、不畏艰辛、潜心编惨，终至功到书成。

在<沐川县财政志>付梓之际，谨向为该志书编纂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者说明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沐川县财政志>是在不同的时间完成的，前一部分<沐川县财政

税务志>(下称<财税志>)由长期在沐川县财政科(局)工作的退休干部刘祚尧所编纂，当时

主要在为‘沐川县志>提供资料。它完稿于1986年7月，记事下限1985年，那时财政、税

务刚好分设为两个局，这本<财税志>的初稿送给财政、税务两个局的领导、老同志审阅。提

出修改意见。‘财税志>初稿送给县志办公室审阅，县志办提出修改意见。刘祚尧归纳所

有的意见，修改出这个稿子，本打算印出几份来，分送有关部门，由于诸多原因。后来只好

让手稿归档。

2001年初，沐川县政府续修县志，记述1986年到2000年度的史实，又需要县财政局

提供资料。县财政局局志编纂领导小组提出，利用这一机会编纂本财政局的续志，和<财

税志>合起来印成一本书。于是，成立领导小组，物色编纂人员，搜集资料，拍摄照片，撰写

初稿，审核修改，于10月定稿，名为<沐川县财政志)(1986--2000)(下称<财政志>)。

<财税志>和<财政志>记述沐川县的财政历史，是从沐川成为县级行政区划以来开始，

直到20世纪末。不过<财税志>尚有沐川设县到1985年的税务史实，和1949年前沐川县

田粮管理处的机构变迁。<财税志>和<财政志>各有自己的体例。<财税志>采取先分期、

再分类设章节，同类章节在两个时期重复出现；全志未设概述、大事记、人物、重要文存，更

无照片。比较起来，<财政志>体例较为完备，更符合方志要求。<财税志>的主编刘祚尧同

志在1997年辞世了，这次合印无法征求他的意见。为了尊重作者的著作权，我们也不便

对<财税志>大加调整修改，只是删掉它对财政、税务两个概念和作用的阐释，把最后附记

中能归入前面相关章节的两节，分别移到前面，对明显的笔误作了订正，基本保持原貌，放

在全书的前面。

在志书编修过程中，虽数易篇目。屡经修改，由于水平所限，仍难免错漏，恳望广大读

者指正，以便续修时纠谬补遗。

就此说明。

编者

二OO一年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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