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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市财政税务部门组织力量编纂、出版《中原解放区桐

柏行政区财政志》，是一件喜事。

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搜

集整理研究湖北财政税收历史资料，继承历史文化优良传统，

是一个贡献。 。

财政税务部门要努力编纂好《湖北省志．财政志》和革命

根据地财政志以及市县财政税务志，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饧劭杨

(注：何福林现任湖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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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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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五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以下简称十纵)

挥师南征，在大别山区与刘邓大军会师后，奉命挺进桐柏山区，

开辟中原解放区桐柏行政区(以下简称桐柏解放区)·

r’十二月十三日，十纵胜利进入桐柏地区后，十纵党委在湖

北应山浆溪店召开会议，根据中原局指示，撤消十纵，组成了

桐柏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决定了行政建制、领导人员、活

动范围；明确各专署的副专员主管财政工作，并发出联字第一

号布告，宣布桐柏行署、军区成立。 (附图一)

．十二月十九日，桐柏区党委、行署、军区进驻平氏。为健

全财政机构，从军区后勤处支前干部中，抽调六十余人加强行

署财政处，由解莅民任处长，张皓天、郝国藩任副处长。张皓

天主管工商、税收、银行，郝国藩主管粮食。下设财政、工

商、粮秣三个科和三个武装工作队。财政科由孔令仪负责，工

商科由田英负责，粮秣科由尹绵峰负责。 (附图二)

十二月二十日，桐柏区党委发出《财经工作指示》，指出财政

工作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财政工作的迫切任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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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移曲利营)。行署主任许子威代表区党委在会上作了《财

经问题》的发言，讲了四个问题：一、财粮供给工作；二、工

商业问题；三、发行票子(中州币)问题；四、整理财政问

题。、(附图三) ，

三月，桐柏行署布告，从四月一日起，政府与军队停止对‘

地主、富农直接没收和捉人罚款，执行粮款征发的办法。

四月二十日，桐柏行署布告，决定在全区发行中州币，拒

用蒋币。 》

‘四月，桐柏行署布告，为保护和发展工商业，彻底废除苛

捐杂税，坚决执行一次税和轻税政策，欢迎蒋管区资本家来解

放区投资经营。 ，

四月，桐柏行署布告，公布调整减轻的新税率表：

．六月五日，桐柏行署布告，颁发《三十七年麦季征收暂行

条例》。 (附图四)’

六月十二自，桐柏区党委对开辟汉水以南地区给三地委诸

同志的指示信，提出“长期打算，就地自给，是新区财粮供给

工作的基本方针"。

六月二十日，桐柏行署颁布《桐柏区对外贸易管理办法草

案》，规定了进出口货物的征税和管理办法等。

七月二日，桐柏行署、军区联合训令，具体规定了边沿地

区部队的菜金供给标准和货币使用问题。

．七月十九日，中原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五月二十五日指



示的指示》，提出在控制区应配备大批得力干部加强财经部门
t

(财粮、工商、银行、税收)。

七月，桐柏行署、军区发出联合训令，颁布下半年党政军

民的供给标准。 ． <

七月，桐柏行署、军区发出清理财务、执行财经制度的训令。

七月，桐柏行署制发《桐柏行政区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会计

科目之规定》。

七月， (老)河口市管理委员会布告，宣布暂时停征营业

税，其他税收免征十天(后延至十三天)，苛捐杂税一律取消。

从本月十九日起正式收税(只收中州币和冀钞，不收蒋币)。 。

八月八日，桐柏区党委发出《各级地方党政民编制草案》。

八月十九日，桐柏行署指示，在全区发行临时流通券一千

万元，本币(即中州币)五千万元，自九月十日起，禁止使用
-

蒋币。 (附图五、图六)
、 八月二十六日，中原局转发《中央关于蒋匪货币改革的分

析与对策》，揭露国民党政府货币改革的阴谋，强调要加强边

区对敌货币斗争。

八月，桐柏行署财政处长解莅民调任支前工作，由行署财办

副主任刘济荪兼任财政处长，副处长由张向楠担任。(附图七)
-

九月一日，桐柏军区政治部通知，转发中原军区政治部、

供给部《关于敌军工作费开支标准的规定》。

九月三日，桐柏行署布告，在金·区禁用“法币"；严 一



禁国民党政府改发之“金圆券一流入解放区；银币和金银，只

准向银行兑换，不准流通使用，更不准向外出口。

九月七日，中原局发出《关于执行秋季征粮要点指示》，

要求各地应根据要点精神参照实际情况，用法令颁发征收秋季

公粮和三十七年度(1948年)田赋办法。
7 、

九月十二日，桐柏区党委发出《对于执行中原局今冬明春

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确定九、十两月以保护秋收、种麦为

中心任务，十月中旬以后实行合理负担，完成秋征。

九月十五日，桐柏行署颁布《中原解放区桐柏行政区新税

章草案》。

九月二十二日，桐柏区党委召开专员、县长联席会议，提

出搿保护生产，薄税广征，奖励廉洁奉公，反对贪污腐化，坚

持执行政策，积极完成税收任务"的税收工作方针，并向各专

署分配了下半年税收任务一亿一千万元·+

九月二十六日，桐柏区党委发出《关于秋收工作指示》，

提出在武装保卫秋收秋种的同时，搞好秋征。

九月二十八日，桐柏行署、军区联合发出《关于执行中原

军区禁止无偿派差、实行给价包运办法的命令》，从十月■日

起执行。

九月三十日，桐柏区党委在《关于政府财经工作给中原局

的报告》中提出：自十月起，全面实行统筹统支·，

九月三十日，桐柏行署、军区联合颁发《在敌占区边沿区
’

、

一5一



叠紫

大军作战时战勤工作要点的命令》，规定就地借粮，民主摊

派，以后由当地民主政府在应征公粮、田赋中抵还。’

十月四日，桐柏区党委发出《关于财经工作的几项原则指

示》，提出：克服财政困难主要靠整顿税收和开辟汉南，抓住

麦欠(麦征尾欠)、税收、金融、物价四个主要环节。

十月七日，桐柏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及中原局对克服无政

府、无纪律状态及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自我检讨了在财

政问题上随便开支、不执行制度、严重浪费、不愿上报存粮存

款等无政府、无纪律行为，作出了纠正办法。

同日，中原局财办通知，颁发妇婴待遇的具体规定。

十月十五日，桐柏区党委发出《关于整财的决定》。

十月十七日，桐柏三专署转发了桐柏行署颁发的《桐柏区

党政民供给制度草案》。

十月二十九日，中原局《关于今冬明春财政工作的指示》

提出要全力完成秋征，整顿税收，增加财源，各地税款收入一

般只占财政收入的20％，与农业税相比比重太小， 农村负担

太重。因此，要求各地在原有基础上‘，一律把税款比额扩大一
位
l廿。

十月，桐柏行署布告，颁发《征收秋季公粮和三十七年度

(1948年)田赋办法》。

十一月二十日，桐柏区党委发出《对目前情况及今后工作

部署的指示》，提出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区前后二十余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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窜扰、破坏、掠夺，造成人力．．物力、财力损失严重，各地在恢复

工作后，即应转为以秋征为中心，加强税收，恢复财经制度，

以克服财经困难。同日，桐柏区党委发出《征收秋季公粮补充

指示》。
‘’

：‘十二月一日，桐柏行署发出《关于秋征和有关供给制度变

更的通知》。

十二月六日，中原财办通知，为实行给价包运制度，决定

发行民工支粮证和民工粮票。 ，、

十二月二十二日，桐柏区党委《关于我军准备进占汉水两

岸及乎汉南段几个较大城市和新占领区的财经工作原则指示》

提出，对城市税收，暂时需要基本采取照旧征收的政策。

十二月二十六日，桐柏第一工商支局转发《中原解放区出

入口货物暂行征税办法》。，

十二月二十九日，汉南工委发出《关于执行粮票制度的指

示》，从1949年1月1日起执行。

桐柏行署布告，颁发《桐柏区工商营业税征收暂行办法》

(注：原文只写民国三十七年，未写月日)。桐柏行署对征收

工商营业税的任务分配、落实方法、‘完成期限、组织领导等作

．了指示。
·

·．

桐柏行署、军区联合发出《关于清理物资财产的临时指

示》，指出此次敌人窜扰，公家物资损失很多，必须发动群众

加以清理。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十二月，桐柏一专署训令，为调整与培养经济干部，在平

氏开办工商银行干部训练班，有121人参加学习。 (附图八)

1949年

一月八日，桐柏区工商分局通知，规定旧历腊月二十三日

以后宰杀之猪羊，无论过年自食或出售，一律免税。

一月十五日，桐柏区党委发出《对新收复区工作指示》，

提出加强财经工作，增加收入，支援战争。要有计划地从心腹

地区，调一批财经干部到新收复区工作。对敌税收机关职员，

采取吸收分别录用方针，必要时亦可原职原薪。社会秩序大体

稳定，即布置秋征。

一月十八日，桐柏行署为迅速而有效地健全金库解款和财

政收支制度，以便集中款项，统一调剂，确保战争供给，特发

布命令，规定了金库解款和预决算制度。 ．

一月十九日，桐柏区党委发出《关于组织群众生产救灾l度

过春荒的指示》，拨出专项贷款，专项资金，组织专门商店，

扩大购销业务、经营范围，开辟群众生产自救门路。

， 一月二十三日，桐柏区党委转发中原局十三日指示：目前

准备大军南下，军需浩繁。因此，在开支中非万不得已者，暂

行停办或缓办，应集中有限财力物力保证大军南下的军需。

一月二十六日，桐柏行署通报一，．三支库违犯金库解款制

度，致军费及部队单衣无着，应写出检查，等待处理·



”

一月二十九日，桐柏区党委紧急指示，要求集中全力在三

月十五日前突击完成秋征任务。

一月，桐柏行署指示，为度过春荒，决定禁止粮食出口，

， 限制烧酒，将酒税税率由原来25％，提高到45‰

二月十日，中州农民银行桐柏分行发出《关于开展宣传使

用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的通知》，宣布二元中州币兑一元

人民币。

．． 二月十三日，中原财办颁发民国三十f八(1949)年度《中

原区公粮合理负担暂行办法》。
一 二月十五日，桐柏行署发出《关于征收一、二两个月工商

营业税指示》。

二月十六日，桐柏区工商分局发出《关于重订税率与重新
’

估价的通知》，对出入口货物规定了新的税率。 t
‘ 二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桐柏区党委在唐河召开了县书联

席会议。会上，区党委副书记赵紫阳传达中央政治局一月八日

会议精神，并作了总结报告；军区司令员王宏坤作了财经和武

装问题的报告。 (附图九、图十)

二月二十日，桐柏行署通令，前桐柏行署主任许子威、副
‘

主任李实调中原局另有任用。刘济荪奉命任行署主任。．

．。 仁月二十八日，中州农民银行桐柏分行指示，各县所发之

流通券，已经过期，应即宣布收回，三月十五日后停止使

用·



-r9，桐柏区党委发出《关于完成当前财粮支前任务的决

定》，分配了三月十五日前完成支前的粮食税收任务。

三月二日，中原局发出紧急指示，为支援战争，统一货

币，经中央批准，定于三月十日在中原解放区正式发行中国人

民银行钞票(即人民币)。

三月四日，桐柏区党委发出通知，提出如征粮任务完不

成，可向地主、富农、中农预借，对实在拿不起的贫苦农民可

酌情减免。

三月七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成立，决定重划中原区，撤

消桐柏行政区。
1、

， 三月八日，由于信阳“黄学暴动”，并向外扩充，桐柏。

专署副专员张一峰给行署主任刘济荪写信，建议将泌阳、桐

柏、随北、唐河等县的粮食运过平汉线，以备军需。

三月十一日，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写信给汉南地委，要

悚十日内集中二百万斤粮食运到襄樊(汉南地委已划归湖北省

委，在湖北省委未建立前，暂归江汉区党委领导)；驻地迁往

襄樊，以便支前，并架通襄樊至枣阳电话线。

三月十五日，桐柏行政区所属各地委、专署奉命撤消；桐

柏区原属的河南省部分县、市划归河南省人民政府领导；属于

湖北省部分的县、市，暂归江汉行署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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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解放区，创建于1947年12月，位于湖北省北部和河南

．省南部边区，以豫南的桐柏、唐河和鄂北的随县、枣阳间为中

心，境内因有桐柏山脉而得名。，辖区面积为57，000多平方公

里，人口约400万。．东南接大别山，；临平汉铁路，与豫皖苏、

，，豫鄂解放区相邻；西北、西南以伏牛山、武当山、荆山为依托，

与豫西、陕南解放区相接；南临大洪山，以襄(阳)花(园)

公路为界，与江汉解放区相通。境内南阳盆地，横跨北部；汉

水穿越南部，唐、白、湍河分布其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交通方便，贸易发达，便于人民解放军机动作战。它是解放武

汉，进军荆(州)一、沙(市)、宜’(昌)渡江南下作战的前进

基地之一。 ㈠，，，f’ ．．

桐柏地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饿

争时期建立了襄枣宜苏区和鄂西北苏区’的财政税收机构

(1930·6·一1932·6·)，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豫鄂边区(豫南

的桐柏、信阳和鄂北的随县、枣阳间以’及随南的白兆山区)抗日

民主根据地的财政税收机构(1940·9‘·一1945·8·)。桐柏解放区

的广大人民群众有悠久的革命传统，认识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红军、．新四军v八路军、解放军，是为群众办事的。．在历次革命时：
^

，i‘． 一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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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他们用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人民革命战争。

桐柏解放区在区党委、行署、军区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

四个地委、专署、分区，三十个县、市的党委，爱国民主政

府，指挥部，以及区、乡、镇民主政府。随着各级民主政府的建

立，财政税务机构应运而生。1947年12月13日，桐柏行署成立

后，财政处组成，解莅民任处长，张皓天、郝国藩任副处长，

统管财政、工商、税务、银行、粮食、贸易。1948年6月，财政

处、工商(税务)分局、中州农民银行分行分别设立，所属各

级财政、税务机构相继建立。

财政收入。初期执行的是“取之于敌，取之于前线’’的方

针，以打土豪和夺取敌人资财为主，并布置税收。全区应上交

行署、军区筹款任务为30万银元。1948年4月，停止打土豪分浮

财筹粮筹款，执行政府公布法令，对地主、富农实行一次性定

期定额的粮款征发办法，六月开始征收麦季公粮，十月开始征

收1948年田赋和秋季公粮，先后开征了出入境货物税、烟酒

税、屠宰税、交易税、营业税。组织财粮收入，以“合理负

担”为原则，执行材一次税和轻税"的政策，体现“取之于民

而不伤”，以便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j繁

荣经济，在经济战线展开对敌斗争。 ‘，’

， 财政支出。在开始创建根据地时，战斗频繁，、财粮供给主

要靠自筹自给、自收自支。1948年2月区党委决定，党政军实行

统筹统支；桐柏行署、军区并颁发了三月至六月供给规定。七



月，颁发七月至十二月供给规定。九月，区党委召开的专员县

长会议制定了党政民十月至十二月供给制度。从1949年1月’1

日起执行《中原区党政民供给标准草案》。财政支出，：坚持精

打细算、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体现了“用之

于民而有当一，保证了全区党政军民千勤指战员约四万五千人

，(部队三万六千人、地方九千人)的财粮供给，以及财粮上交
～

与支前任务。。．：i ．j
-～

。

财政管理。桐柏行政区创建初期实行的是“自筹自给"办

法。1948年1月6日，中原局财经办事处颁发了《中原解放区财

政收支暂行程序》，规定以行署为单位实行统筹统支的财政制

度。三月二十二日，区党委在湖阳召开县书联席会议，纠正自

筹自给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错误，。总结了财粮工作的经验

教讽，．实行由“自筹自给"向搿统筹统支一财政制度的转变。

九月，区党委召开专员县长会议，主要解决财经问题，从思想

上、组织上、作风上彻底检讨过去一切无制度、无纪律、无政

府状态的错误。为了拨乱反正，区党委决定：把财粮划拨权集

中于区党委财办，并发出《关于整财的决定》，要求各地委、县

委明白表示态度，坚决支持，+各级军政首长以身作则，既拥护

集中统一，一’又实行经济民主，责成各级政府财政、供给部门对

党负青，切实掌握制度，制度就是权方，任何人不得侵犯。决

定还要求党政军民从十月起，坚决执行新的供给、粮票、税收会

计、金库，，粮食仓库、预决算(会计制度、收支手续)．．给价包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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