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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志>)是鄂、·豫矗皖三省财政战 ．

线上一些同志共同努力的硕果。r ；
‘

： j
．?

8

。从一九八二年起，黄冈地区财政局、税务局遵照省财政厅、

税务局的安排，并且得到河南、安徽两省财政、税务部门及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着手组织专门班子搜集史料，才编写了这本志书，

。 历时四载，五易其稿，现在与读者见面了。此时此刻，我们唯一
e 的心愿，就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在资治、教化、存史方面为社会主

义的财政建设作出微薄的贡献。。

这本财政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曾经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战斗过的许多老同志的热情支持。一九八四年，原武汉军区顾问

。 吴昌炽同志看到本书送审稿后十分重视，并向徐向前同志作了汇

报，徐帅对此书极为关怀，不仅提出了宝贵意见，而且为本书题

‘写了书名。原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述申同志，原国务院财政部
a 部长吴波同志也先后对本书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并题了词。原国

i 防部总参军训部副部长刘少卿和原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沈振东二同

志也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吴昌炽同志秉承徐帅指示，更为关切，

不仅亲自过问，而且多次嘱咐我要进一步把这项工作抓好。
’

‘

为了切实做好书稿的修．改工作，一九八五年九月下旬，我们

和湖北省财政厅的负责同志在红安县主持召开了一次评审会议，

除了鄂、豫、皖三省以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地、市、县财政、

税务部门有关人员外，还邀请了一些专家、教授、学者参加，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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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三稿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评审。并根据评审意见，一方面进

一步甄别、挖掘史料；另一方面着手进行修改，到今年四月写成

第四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于七、／＼月间组织了几位对财政、

修志工作有所研究的同志，再次集中审阅，并在一些章节上作了

调整和修改，最后定稿。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志》，是以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战争为

主线，展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经济

斗争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过程。它用大量史实反映了经济斗争与革

命战争的关系，记录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根据地的党和苏维

埃领导群众和工农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

“围剿”，而且在经济战线上采取各种措施敛财聚物，粉碎敌人

经济封锁，支持武装割据的动人业绩。尽管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是

战时财政，一切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但同时在支持工农业

生产、发展商业贸易、兴办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方面，也作了许

多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些原则和作法，对于今天搞好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的财政工作，仍然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的。由

于我们在修志方面一从理论到实践都缺乏经验，不当之处，敬希广

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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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分为五章二十节。卷首有题词．．地图．照片、前言，

凡例、目录，以概述开篇，总摄全书；卷尾有“大事记”作为研

究财政税收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参考，以及了解鄂豫皖革
“ 命根据地的成长始末；有“史料附录”以印证本志史实的可靠性；

有“后记”说明本志编写的指导思想、方法，体例及其全过程。
’ 二，本志按章、节，目，项四个级次分档。 “章”、“节”设

’眉题；“目”的标码用汉字一．二、三．⋯⋯；“项”的标码用汉字

(一)，(二)、(三)⋯⋯。在个别章节中， “项”以下也有“分

项”。“分项”这一级的标码用阿拉伯数字l、2、3，再往下则

为(1)，(2)、(3)和①、②、③。

三、本志所记载的史实，因处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特殊历

史条件下，发生的事情多在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为了便于

读者考查它的来源和出处，均在页末加上“脚注”。

四、部分章节的内容间有交叉，但从各章节的特点出发，各

有侧重。

五．“财税英烈”，除省(特区)级财政、税务主要领导人外，

均按卒年和姓氏笔划排列。

六、本志度量衡单位和币制单位，因当时各地不尽一致，无

法统一折合计算，均依原文照录。

七、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史料时按原文录用，．
t· 保持历史原貌。对有明显错漏之处，则分别用以下不同符号予以改

正：改错在错字后用“()”，删去错字用“<>”，补字用“口”，

缺字用“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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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断限时间，上起一九二七年八月，

下迄一九三七年七月。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必须说明的问题，则适

当上溯和下延。

九，本志通篇以文字叙述为主，并相应地运用图表和照片。

十、为了遵循一般行文规定，在引用原文时，均将字号冠在

前面，如“第几号文件”，但在“脚注”内仍保持原貌。如“鄂

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通令第十五号”，其余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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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她

之1它包括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安①、麻城、黄陂、孝感，黄冈、
罗田、英山(当时属安徽)t、潦水、蕲春、黄梅、广济；河南省

东南部的信阳j光山、罗山，商城，固始，潢川、息县；安徽省

西部的六安，霍山、霍丘．潜山、寿县、太湖，宿松等二十几个

县的广大区：l鹪矗这个地区南襟长江，托带淮水，西扼京汉铁
路③，威逼九省通衙武衩；。东控江淮平原，震慑国民党反动政府

的心脏南京。大别山脉雄峙其间，山川交错，期泊棋布，为历代

兵家逐鹿中原必争之地，其战路地位十分重要。加之南与中央根

据地隔江相望，西与翻鄂西根据地紧密相连，鼎足三立，对蒋家

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
块根据地就成为国民党反翡敢府投入重兵反复“围剿”的主要目

标之一。”． t w

’t这个地区是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农业区。+据一九三。年统

计，鄂豫边除黄冈，黄陂南部外，五百户以上的城镇不满二十
—__———●●———}———■

‘ ’ ’ 一 ’ ： 。

①黄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攻克黄安县城，改为“红安”，

时间不久，又沦于敌手，仍称“黄安”。建国后，于一九五二年经政

务院批准又改为“红安”。按当时历史文中仍称“黄安”。 t

②《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其中包括建国

h后新划的县，如辑北的大悟、新洲；河南的新县i安徽‘的金寨、岳西等县。

③京汉铁路：即“平汉铁路”。一九三。年改北京为“北平”，故称

。平汉铁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1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

北京，又恢复原名——_京汉铁路。武汉大桥建成后，将京汉铁路和

粤汉铁路连在一起，则称京广铁路。1 4 4 ‘

圈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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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①，既没有大的商埠，也没有大的工业生产单位，工业产品极

少，商业也不发达。农业品以谷麦，棉花为大宗，其余为杂粮

(豆子，高粱)、蚕丝，茶叶以及竹、木等。当时，鄂东北的麻

城，黄冈、黄陂南部虽然有些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但都十

分脆弱；豫南的商城出煤，由于手工开采，产量微乎其微②；。皖

西的六安、霍丘等县算是一个出产比较丰富的地方，输出的也只是

一些大米．棉花．茶．麻，茯苓．竹木．纸．黄丝，木梓油等农

副土特产品；在贸易方面，安徽边境的麻埠虽然比较活跃，但是，

由于交通不发达，单靠肩挑背驮，交易也极其有限③。 ，，

同旧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鄂豫皖边区经济十分贫困，加之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人民生活极其艰苦。农村

约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一般占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

英山县蔡家畈村的地主，富农所占有的土地竟高达百分之九十八

点八，而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贫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百

分之二，三十的土地④。鄂豫边界特区北部一带，甚至还未完全

脱离农奴制度⑤。农民交给地主的地租往往占全部收成的一半或

一半以上。有些地主为了索取更多的地租，采，取“泡田交佃，}

的办法，将一石田作为一石五斗交给佃户耕种，然后按此收租。

麻城的地租， “名义是对分，实际上田主硬得三分之二”⑥。

豪绅地主还乘机进行高利盘剥，“以每元每月三分或四分的利

息借给农民，以后又复利计算”⑦。其中最厉害的是“猴

①《鄂豫边特委报告—盘字第一号》，1930年1月lQ日。·
②⑤《鄂豫边给中央的报告(节录)》，1931年1月8日。

③《皖西北特苏给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的报告》，1931年5
月。 ，

④《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

⑥《中共麻城县委报告>．1929年基．月。

⑦《霍山县委工作报告》，1930五V 4月17日。。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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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蹦“．即月初借一元，月『彘还：兀：、与月辽4：r．第一J】适旧

元1．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琦捐杂税．更足名f1繁多 摒不完全

统计．有田亩捐，人共捐．门幛*；．灶共*j．【e用自j， ’‘《4共“

捐．兵枪捐、草鞋捐、入会捐，烟涌税、饼7幸；税等共敬卜余种：．

此图是黄安县农民柯德太一家两代向

国民党政厨交纳捐税的部分收据．

L一^悟县所尘简编，

劫《邦豫边结中央的报告f肯求j≯1931年I H 8¨

· 3



，加上军阀混战，李老末①等土匪到处奸淫虏掠，以致民不聊生。

更有水旱虫灾，连年为害。一九---／k年，皖省大水，．而鄂豫两省

又遭大旱。豫省“旱灾亘古未有，自春至秋，滴水未降，豫南所

属，秋收全无。”一九二九年，豫皖两省大旱，鄂豫皖又同遭虫
害。一九三。年，豫遭水灾， “豫东二十余县，尽成泽国”㈢o

一九三一年，鄂豫皖三省遭受百年未有的特大洪灾，沿江河平原

一片汪洋。天灾人祸，使鄂豫皖边区的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广大
人民日益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酷韵剥削和压迫，

鄂豫皖边区人民强烈要求改变现状，以求生存。在俄国十月革命

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董必武、

陈潭秋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即派人到鄂东建立了党

的组织。到一九二七年，先后建立党组织的有：湖北的黄安，麻

城、黄陂、黄冈、黄梅等县；河南的商城、光山、固始、潢川、

罗山等县；安徽的寿县、六安、霍山、霍丘等县。这些地方党组

织建立起来以后，就积极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斗争，使农民革命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极大地鼓舞了鄂豫皖边区人民。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鄂东北黄(安)麻(城)地区人民在党的领

”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揭开了鄂豫皖边区土地革命的伟大序幕。接

．着，豫东南人民举行了商(城)南起义(又称立夏节起义)，皖西人民

举行了六f安)霍(山)起义，先后开辟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

命根据地。一九三。年春，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指示将这三块革

命根据地合并，建立中共鄂豫娩边特别区委员会，统一领导这个地

①李老末是一股武装土匪钧头子。t928年前后，流窜在鄂豫皖边界山区，

后死于罗田县薄刀峰。参见《麻城县委关于政治，军事．群众运动等情

况麴报告》，19zg年6月5一日。 ：
。

②武汉大学历史系欧阳檀桀- 《试论邪瘴莽医曲经济建设(初稿)》。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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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革命斗争。同年六月，鄂豫皖边区在光山县王湾召开了第一次

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皖边特别区苏维埃政府。从此，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就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

．随着武装斗争的展开和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军需、民食问

题日益迫切地提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政府面前。特别是

如何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物力、财方，支援革命战争，更是根据

地财政工作的一项头等重要任务。围绕这个中心任务．根据地党

和政府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情况，佣不同的方法敛财聚物，以

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

， 。。r 。 ．。

’在根据地创建初期，鄂豫皖边区主要是组织农民开展抗租、

t抗债、抗税、抗粮、抗捐的“五抗”斗争i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

治，摧毁旧的捐税制度，为建立新的税收制度奠定基础。军政人

员的供给，除战争缴获外，全靠红军，赤卫队“向豪绅大小反动

派最殷实之家罚款筹[集]。”做到取之于敌，．用之于己。：

根据地巩固、发展起来以后，单靠打土豪筹款已经不能满足

军民日益增长的物资需要。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党和政府开始注

意运用财政，税收杠杆，调节各阶级收入，按照土地革命总路线

的要求，把负担的大头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对不同阶级，分别采

取没收、征发、捐款，征税等办法，获取财政收入，并把重点放

在税收方面。于是在一九三。年九月十七日，鄂豫皖边特委发布

了《关于征收农业税问题的通告》，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鄂豫

皖区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第二号通令，宣布各级税务

机关正式成立。同年十月，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商业累

进税之规定》，明确税收基本原则是：“对于玉|人，贫民和城市贫民

不抽税，对于有钱的却是资产愈大所抽的税愈重p。这同国民党政

府和旧的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有着本质的区男JJ。各级税务机关的

建立和税收的原则规定，不仅保证了税收对游击战的供给，而且适

应了运动战的需要，有力地支持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胜利发展。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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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五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鄂豫皖分
局宣布成立a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又胜利诞生。在徐

向前等领导同志的指挥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六月，

连续发起了黄安、商(城)潢(i11)、苏家埠、潢(ja1)光(山)

等四大战役，歼敌近六万人，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进入全盛时期，总面积达四万平方
，公里，人口约三百五十万，有二十六个县，即：黄安、麻城、黄冈，

陂安南、河口j陂孝北，罗山、光山、潢川、赤城(商城北面地

．区)、赤南、固始，信阳、六安，霍山，霍丘、红山(英山)、

罗田、浠水，黄梅，广济，五星(霍山西部燕子河地区)、太湖、

宿松、潜山、舒城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①。其中还拥有黄安、商

城、英山、罗田、霍丘、广济(当时在枚川镇)等六座县城。

由于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反

革命‘：围剿”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遭到了暂时的挫折，进入了

两年保卫、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向西

转移，红二f五军又奉命北上抗日。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不久，

国民党反动军队乘虚而入，不断地对根据地进行“追剿”、“围剿”，

“驻剿”，“清剿”，形势十分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红二十八军

奉命重新建立，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各地财

政税务人员也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不得不化整为零，参加到党、

政、军三位一体的便衣队中去，配合红二十八军，在鄂东北，豫

东南、皖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并负责筹粮筹款工作。群众称便衣

队是“不挂牌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他们不仅在极其困难的条

件下，千方百计筹粮筹款，保障了军政人员的物资供给，而且胜利地

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使大别山革命红旗一宣飘扬在千山万壑之中。

纵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苦，

①《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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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坚强领导，以及财政战线上全体同志

的辛勤努力，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因而取得了很大成绩，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其中

虽然也有一些错误，但更重要的是积累了经验。在整个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期间，根据地的财政工作随着战争的胜利．政权的建

立，生产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不断地得到加强和提高，在根据

地全盛时期尤为明显。 一-，：t ，·

．一，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财政：’L作。一九二七年，党的

-，“八·七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 派的总方针”。[中共]长江局给黄麻特委的指示信中也指出：

“中国革命已进到土地革命阶段，本党的任务就是把土地革命的

责任担负起来，我们的主要斗争方法为游击战争”。一九二七年

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十月，鄂豫皖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地
7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如何围绕土地革命这场伟大斗·

争，充分发挥财政工作的职能作用，为巩固新的生产关系，促进

生产力发展服务，是摆在根据地人民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一九二八

年，根据地的党组织根据省委常委通过的《乡村苏维埃组织决议

案》，把打土豪分配土地和筹粮、筹款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一方

面，采用暴力手段，把负担加在封建剥削者身上，把没收土豪劣

绅的浮财和粮食作为军需民用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在实行农

业累进税政策上，对雇农、贫农和牺牲的红军家属给予照顾，完

全免税；对中农除去全年生活必需的供给以外，有剩余的即照章
， 纳税；对富农除掉全家每人三石粮食外，其余按税则加百分之五

征岣。这就不仅激励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九三一年
获得了大大的丰收，并在以后几年连续赢得了好收成，而且使边

区人民进一步认识到，要想保卫翻身果实，就要继续跟着共产党

一①《鄂豫边特委关于征收累税问题的通告》，1930年9月17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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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革命，维护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从此，一个踊跃

纳税支援革命战争、积极参军参战的热潮，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7

泛掀起来了6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工作才有了扎实的根基。

二、大力发展经济，培养财源。根据地的党和政府，即使是在

战争环境中，仍然注意把发展农村经济作为理财的根本。一九三一

年二月，鄂豫皖特委作出了“生产要切实发展”的决议；特区第

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又向全区人民发出了“不荒芜一寸土地”

的号召，发动妇女，儿童用尽可能的力量参加种田，进行生产比

赛，开展生产运动。各级苏维埃政府拨出一批又一批的农业贷‘

款，帮助农民兴修水利，植树护林，设立种子、耕牛调剂站，使

农业生产不仅迅速得到恢复，而且在大部分地区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扶持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根据地党和政府还注意大力发展工

业。既发展以生产军需品为主的国营工业，又积极恢复和兴办各

种形式的集体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为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服

务。为了开展贸易和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的发展，打破敌人的

封锁，保障军民的物资供给，根据地还创办了数以百计的经济公

社和合作社。经济公社属于公营，合作社由农民联合经营。同时，

对私营商业采取了保护政策，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规定，每日营

业额不到一百五十元者完全免税，凡粮、棉、布、药材等类物资

输入苏维埃地区也一律免税①，从而使根据地经济逐渐恢复和繁

荣起来，财源相应扩大，财政收入情况良好。一九三一年五月，

皖西北特区苏维埃政府给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的报告说： “我

们的累进税已普遍实行了，共收大洋一千二百元，收下地可收三

千元之谱”。在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左”倾政策的干

扰，也曾走过一段弯路，主要是盲目实行“土地国有”，大办集

体农场，加[之对中小商业也进行限制打击，致使人心浮动，农业

①《鄂豫皖苏政府关于商业累进税之规定》，l鳃1年t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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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减产，商业日渐萧条。一九三一年，鄂豫皖特委发现这些问

题，立即予以纠正，这样才使根据地的经济得以复苏，财政经济

状况也逐步好转。
’ “

。

．三、制定预、决算制度，实行统一管理。土地革命初期，鄂

豫边、豫东南，皖西这三块革命根据地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各自

为战，反映在财政收支上，自然也不例外。一九三。年，中共鄂

豫皖边特别区委员会和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先后建立起来以

后，很快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实行财政统一管理。一九三一年

七月，各级苏维埃政府遵照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

先后建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设财政经济委员，‘负责管理所属地

区的财政工作。同年八月，鄂豫皖区财政经济委员会还为整顿财

政问题发出了通令，要求各地实行统一和集中的原则，‘把财政上

的权力集中到特苏财委会，一切国家税收，概由国家财政机关依

照政府颁布的税则征收，按时上解，统一支配；清算以前的出长目，

县、区、乡由上级派员协同群众选举的清算委员会分别进行清算；

考查实际需要，制订新的预算，逐级上报审批；培养工农干部并

改进簿记方式。贯彻落实这些决议和通令，根据地的财政工作逐

步走上了正轨，对促进发展边区经济，保障军政人员供给，发挥

了臣大作用。
’。

四、厉行节约，严肃财经纪律。根据地党和政府为了保障革

命战争的需要，始终十分注意厉行节约。一九二九年，鄂豫边各

县联席会议就号召各级苏维埃开展节约运动，刻苦自己，节省资

金和粮食，接济群众，供给前线革命战士。当时，红军实行的是

最低标准供给制，“一般每人(每月)三吊钱(即三千文铜辅币)，

最高时发过两枚银元”①，县，区，乡．村脱产工作人员的供给

标准还要低于红军，尽量节省钱粮，以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如果

●

④陈九；《回忆潜山革命委员会》

中
．

‘

(1930年2月一193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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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共党组织发展变化示意图
(1927年8月——1937年7月) ．

中共鄂东特蚕建赶
(1927．10)

重建鄂东特委
(1928．10)

组鄂东特委为鄂东北特委

(1929：4)

lE式成立鄂东北特委

(1929．5．30～6．2，

中共豫南特委建立
’

(1927．9)

改豫南特委为豫东南特委

(1928．2)

鄂豫皖特别区委员会建立直

属鄂东特委领导(1929．2)

商 南 起 义

(1929．5．6)

东北特委改组为鄂豫边特
(1929．9．24)

鄂豫边特委正式成立。
(1929．11．20—12．2)

r’—————。。——“———————————————————————————一1‘·————————————————————————————————一
! 一九三O年四月鄂豫皖边特委组成，六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共六安特
9区委建立

1928．10)

i立六安
，心县委
1928．10)

i霍总起义

19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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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鄂豫皖省委成立
(1932．1．10)

下设：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兰个道委

鄂豫皖省委为根据地党组织

最高领导机构
葡甄鬲孺墨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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