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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志书，是贯通古今，横排竖写一个地方自然地理、风物人

情、社会经纬的典籍，素称“一方之全史"。税赋因历来是国家重要

财源，故历代志书都有关于赋税的记载。沧州历代纂修的县志亦有赋

税章节，但尚未有独立成志的，因此，<沧州市税务志》的出版。是

开了沧州税赋志书的先河。它是沧州区域内近代税赋方面的“小百科

全书”。

<沧州市税务志>在税务局局长及同仁的重视下，经过修志人员

多方搜集素材，三年多的辛勤笔耕，再经编审志书专家评审，终于独

立成书与读者见面。这本志书记载了税赋方面的法律依据、征收范

围、征收数字，时间跨度大，内容翔实丰富，既可作为从事税务工作

的领导和工作者资政的参考，又能作为资治、教化、存史的资料，还

能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o

编纂这本税务志的同志们，默默笔耕酷暑严冬三载，以志书为己

任，视苦为乐，精神堪赞。是以代序。

沧州市副市长董世荣

1994年12月20日于沧州



序 二

<沧州市税务志》是沧州市有史以来第一部税收专业志书。它的

出版是沧州市税收战线上的一件大喜事，是值得祝贺的o

《沧州市税务志>本着“资料翔实、详今略古、尊重历史、秉笔

直书”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沧州市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税收变

革，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编纂志书是一项艰辛的工作，编纂组的同志们在资料散失严重、

年代断线的情况下，在“恭逢盛世修志为荣”的精神鼓舞下，风雨无

阻，寒暑不停，锐意开拓，埋头在文件档案之中，撷英集华，删繁就

简，以坚毅的精神，艰苦细致工作三载，终于成书。在这里，我向编

写<沧州市税务志>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向提供资料的有关部门，

向各位离退休的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以此代序。

沧州市原税务局局长祁玉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音音 士
月U 舌。

载历史，是一项千秋大业的大事，它是我们事业承

后开来的法宝。我国的税收虽然已有数千余年的历

方的税务专志，在沧州市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编

纂。税务机关是国家政权机构的职能部门，<沧州市税务志>是<沧

州市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有史，地方有志”，两者相辅相成。

我们在编写《沧州市税务志》过程中，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的原则，以体现沧州市税务工作地方专志的特色o<沧州市税务志>

广泛收集沧州近百余年税收的历史资料，坚持以档案记载为主要依

据，尽可能加以详细编撰，．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三方面

的统一，用以为今后资政、教育、存史服务o

<沧州市税务志>从1988年开始进行资料收集和编写，于1989

年1月完成第一稿。经市局领导和有关人员审查讨论后，送交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审阅修改，于1990年10月打印送审稿。1991年7月，

经再次修改，完成第三稿，并经地方志办公室和市税务志编写领导小

组审阅。1993年11月，召开了<沧州市税务志>评稿会通过评审。

由于税收历史较长，资料难以收集齐全，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和

解放战时期，更感资料缺乏，加之初次编纂水平所限，使本志难免会

有粗、浅、简、陋、缺目少项之处。对此，恳请同行、专家和读者加

以批评指正。并向在本志编写过程中提供资料和帮助修改的沧州市地

方志办公室、各档案局、图书馆以及税务局各科室、各位老干部等深

表谢意。



凡 例

一、本志在编纂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尽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以达资政、教育、存史之目的。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古为今用

度。着重记述了沧州市现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税收历史和现

状。突出机构、税制以及税收的管理内容。比较详尽地记述了近代征收和为执

行税制服务的其它方面情况。在记述中，不加议论，寓观点于事实记叙之中。

三、本志虽然对古代历史有所追述，但由于资料有限，因此在编纂中基本

按上限1912年，下限为1989年。各章节安排，以事分类，横排竖写，部分节

下设目、附表。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体为主。在文体

上采用语体文，记叙体。除中华民国以前的税收章程、扎饬行文等，有的引证

原文以外，余者均用现代语言，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洁、通俗和流畅。

五、本志数字与计量，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公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法定的度量衡单位记载，遇特殊情况予

以灵活变通，也力求相对统一。在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

中华民国以后纪年用公元，统计表内用阿拉伯数字。对个别沿用已久的市制计

量单位，如“亩”等，仍予使用。

六、本志历史纪年＼历代政府、机构、官职、地理名称等，均以历史记载

为准，或用习惯称谓记述。

七、资料录自河北省、沧州地区、沧州市、沧县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

保定市档案馆。并得到了河北省税务局、沧州市财政局、统计局及工商局的支

持。也有一部分是调查采访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大部分来自

本局现存资料。

八、志书以1989年沧州市辖的两县三区行政区域为主，有的个别地方超越

辖区o ．

九、志书内个别事情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以保持事情

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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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概况

沧州市概况

沧州市简称沧，美称狮城。现为河北省省辖市，位于冀中平原东部，北靠京津，东临渤

海，南望山东。东经166。557，北纬38‘2’。总面积为2678平方公里。市辖三区(新华区、

运河区、郊区)、两县(青县、沧县)；11个街道办事处，56个乡镇，974个行政村。全市

1978年总人口为1212180人。其中市区310137人，沧县567387人，青县325656人；农业

人口950389人，城镇居民261341人。有汉族、回族、满族、蒙古族、苗族、土家族、壮族

等14个民族，其中汉族1142034人，占总人口的94．2％，回族64740人，占总人口的5．

3％。沧州市地处黑龙港流域，地势低乎，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海拔为3．8米至12米，平

均海拔8．5米。市内交通便利，京沪铁路、京福公路纵贯南北，有歧太公路、沧港铁路、

沧黄公路、沧盐公路等。南运河由南向北从市区穿过，历史上曾是国家河运的主要干线。黄

骅港距市区90公里，现有年吞吐量75万吨级的两个泊位。距市区15公里处有一教练飞机

场，可起落各种民用飞机，开放利用前景良好。

沧州历史悠久，春秋属齐，战国属燕，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置渤海郡浮阳

县。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割瀛、冀两州之地建沧州。北周大象二年(598年)浮阳改清

池县，明洪武二年(1369年)州自清池徙长芦，明初升直隶州，后改属天津府。民国2年

(1913年)废州府，沧州改为沧县。1947年6月15日沧城解放设沧市，1949年改为沧镇，

1958年复置沧州市，同年12月，沧州市改为沧县人民城关公社，1961年经国务院批准建沧

州市(专区辖)，1984年1月1日升为省辖市，并辖沧县，1985年6月1日增辖青县。1988

年国务院批准沧州市为对外开放城市。

沧州物产丰富，是驰名中外的“天津鸭梨”产地之一，其梨色泽鲜雅，皮薄肉细，脆嫩

多汁，是传统的出口产品。誉满中外的“沧州金丝小枣”，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沧州的冬

菜，青县的乌龙戏珠枣茶，畅销国内外。河北名酒一一沧州“御河春”，又名麻姑酒，曾因

乾隆皇帝饮用钦定御酒而得名。沧州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给工业企

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初步形成了以化工、轻工、纺织、机电、服装、食品为主的多门类工

业体系。1987年工业总产值16．14亿元，比上年增长21．96％，比1980年翻了一番。主

要工业品146种，其中：51种被评为省、部和国家名优产品。有34家企业的50多种产品，

打入国际市场。直接、间接出口产品，收购总额达1．44亿元。一

沧州武术，历史悠久，驰名中外，被誉为武术之乡。据史料记载：沧州武术起源于春秋

时代，昌颂于唐宋，盛兴于明清。沧州武术基本为少林、武当两大派系，有30余个拳种。

一代文宗，四库全书总编纂纪晓岚，出生于沧县，这里流传着不少关于纪晓岚生平活动

的迷人故事。

沧州有古老的文物胜迹。有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全国唯一的沧州铁狮子；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北四大寺之～清真北大寺和杜林登瀛桥；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庙古建
群、纪晓岚故居遗址和墓地、杜林古墓、捷地乾隆碑等。



． ·2- 沧州市税务志

概 述

赋税是有始国家以来，国家依据法令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我国的税收大约在公元前

2000多年的奴隶社会建立夏代第一个国家机构开始的。在历经沧桑变换的历史长河里，税

收从无到有，从简到繁，时轻时重，沿袭更变，致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

民地社会(清后期、中华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大的发展时期。沧

州市在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置渤海郡浮阳县至今，其税收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在封建制时期，征税主要以田赋为主。据旧<沧县志>载，沧县唐初的租、庸、调是指

田有租、户有调、身有庸，外加杂役；至唐中时期又实行两税法，即把原来的地税、户税及

一切杂税，合并到夏、秋季两次征收，不分主客户，同样纳税，扩大了征税面。明朝正德六

年(1512年)，沧县征粮以里分计，按明制百户为里，县境内共分为17里，到清代顺治十

七年(1661年)为18里，雍正八年(1731年)又增至22里，共有地亩11952顷6l亩1分

9厘7毫。年征银24501两2分7厘。

中华民国初年，沧州赋税大抵沿用清末旧制的田赋、税课和课则。由于各地税制繁杂，

民国始行新政，将赋税科则简并为地丁、漕粮、租课和附加四类。民国元年(1912年)11

月，北京政府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财政体制，由财政部公布了国家税及地方税法草案，

明确属国家税收17种，属省地方税16种。民国2年(1913年)1月，沧县设立知事署，县

内一切赋税由县知事掌管，并成立了验契税局。民国20年(1931年)，沧县设立财政局，

经管全县税收，开征的税种已达42种，年征银元205749元，其中上解国库51018元。在民

国27年(1938年)至民国34年(1945年)期间，沧县为日本侵略军所占据。伪县政府成

立了北京统税局沧县稽征所，除了仍沿用国民政府的税种外，在城里又先后开征了20余种

税。民国35年(1946年)至民国36年(1947年)6月，沧县(城区)被国民党所占据，

县政府设立了冀察热区直接税局沧县分局，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到民国36年(1947年)，

沧县开征的大小税种达80余种，沧县人民在横征暴敛与战乱兼臻双重压迫下，民不聊生。

民国36年(1947年)6月至民国38年(1949年)，沧县城关解放，城区设沧市，属山东渤

海一分区，同年成立了渤海工商局第一分局沧市工商管理局，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苛捐

杂税，开始建立新税制。依据山东渤海行署一分区和晋察冀边区冀中行署(1948年6月沧

市工商局划归冀中行署管辖)的税收法规，先后开征了20余种税种，对于保障革命战争的

供给，调节各阶级收入，配合贯彻党的经济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和保护解放区工商业，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8月，沧市改为县级镇，成立了沧镇税务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税收制度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

决定的，它是国家筹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资金的重要形式，国家通过税收聚集的资金，然

后又按国家计划和财政预算用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因此，税收才真正体现了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精神。一

新中国成立41年来，沧州市的税收制度，根据我国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

要。历经了1950年统一全国税制．1953年修正税制，1958年改革工商税制，1973年简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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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和1983年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等5次较大的改革。沧州市的税收收入，随着工农业

生产的发展和稽征管理的不断加强，已成为沧州市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尤其是80年代，

城市乡镇各种经济成分不断发展，税源也随之扩大，全国公布的34个税种中，沧州市执行

的就有28个税种。1989年，沧州市税务局完成税收总额为20573．9万元(不包沧县、青

县)，与1949年税收总额96万元相比，增长了213倍，在促进沧州市的经济发展，变消费

城市为新兴的工业城市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利润监交工作是税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1956年9月和12月以及1957年全国

第三次监交会议的决定把监交工作交给税务部门，1962年4月，沧州市税务局相应地设置

了监交机构，配备了专职人员，并对在沧州市境内的中央、省、地、市各级国营企业以及交

通、邮电、城市公用、文教卫生等企业的预算收入，进行监交的接办工作。1964年和1982

年，又将市级和地区级国营企业的利润监交工作分别交给地、市财政部门管理。1983年，

沧州市税务局只对中央级和省级的沧州炼油厂、沧州化肥厂等19户企业进行监督交库和弥

补。1984年，国营企业的利润改为国营企业所得税，监交工作随即停止。在这期间，沧州

市税务局共累计上缴国家利润56030．7万元(净额)，累计退库弥补企业亏损额2227．7万

元，对保证国家财政预算的完成，协助企业增收节支，改进经营管理方面，均发挥了应有的

作用。

促产增收是税务部门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的一项重要工作。它通过以税

还贷解决生产单位设备不足和技术改造措施资金不足。用减免税解决资金设备的问题。主要

通过税务工作人员的业务活动，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产、供、销、资金等困难，促进企

业搞活资金，搞活经济，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沧州市税务局从1981年至1989年底通过各

种资金渠道为72户企业解决各项贷款达22089．4万元，促进了这些企业生产的发展，增加

了国家财政收入，活跃了市场，开辟了税源。从1981年至1989年正确应用税收的减免政策

帮助企业归还各项贷款14931．6万元，用产、增、营三税还贷1536万元。同时还根据税收

的有关政策。对一些新产品的开发、新办企业、以及民政福利、知青办企业等，在税收上给

以支持和照顾，在这期间对全市2256户企业减免税款7049．6万元，扶植了企业的生产。

在开展促产增收工作中，沧州市税务局的广大干部牢固地树立了为生产服务的思想，把支持

企业生产。促进流通当作增收的重要措施。1984年至1986年，给企业提供信息1691条，

解决产、供、销、运问题1959件，扶植企业新上项目322项，支持新办企业323户，增加

产值1873万元，增加利润103万元，增加税金263．5万元。

征收管理是组织税收收入的必要手段，是充分发挥税收杠杆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税收

监督管理职能的具体化。沧州市税务局在征收管理中坚持做到依法办事、依率计征、促进生

产与组织收入相结合、群众办税与专业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税收政策，对

全市纳税户经常进行税务登记、纳税鉴定、纳税申报、账务和票证的管理检查，凡违反国家

税收法令和税收管理制度的行为均进行了严肃的查处。据统计，i962年至1989年，沧州市

税务局共出动8991人次，检查了29027户，查出偷漏税户12160户，占检查户的42％；共

查出偷漏税金额2932．2万元，收到了加强管理、维护国家税法的严肃性和增加财政收入的

效果。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1年中，税务机构变动频繁，人员更迭较大。其机构曾与财

政局、工商局等单位屡合屡分，名称各异。1989年5月，市局归省局垂直领导。截至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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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年底，市局所属分(县)局为6个；分(县)局直属的税务所为33个。干部人数几乎年年

变化，曾经在沧州市税务局任局长的有28人，全局干部人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

24人到1989年发展为427人(不包括沧县、青县)。

纵观沧州市的税收史，在今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税收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被
人们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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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47年以前

东魏天平元年(534年)，于沧、瀛、幽、青四州设置盐官，沧州置灶户1484个。

金朝大定二十九年(1190年)，沧州设盐司专管盐务，每年春秋两季遣使督按察司及州

县巡察私盐。

元朝大德五年(1302年)，设河间盐运司，辖沧、清、深三盐司。

明朝初年(1368年)，河间盐运司改称河间长芦所，并创立盐法，沧州为批验所。

明朝正德六年(1512年)，沧州征粮以里分计。按明制，百户为里，境内共分17里。

征粮的地目则按：行差民地、优免民地、寄庄民地、差灶地、厂灶地和备边籽地等的实际亩

数征收。 。

清朝顺治十七年(1661年)，沧州增为18里。

清朝雍正八年(1731年)，沧州增4里，共为22里。

清朝雍正十年(1733年)，沧州共辖7个盐场，有灶丁523丁；553户。

清朝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沧州设立烟、鱼各税局，对境内的烟草和鱼行进行专项

管理。

民国初年，沧州赋税沿用清末旧制的田赋税课和课则。赋税先是实行解款制度，后为专

款制度。

民国元年(1912年)11月，北京政府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财政体制，由财政部公

布国家税及地方税税法草案，明确属国家税收17种，属省地方税收16种(税种详见第二章

税制)。

民国2年(1913年)1月，沧州废州改为沧县，隶属直隶省渤海道。县内设立知事署，

一切赋税由县知事掌管，并成立了验契税局。

民国3年(1914年)1月，北京政府颁布<契税条例>和<施行细则>，税率沿旧制，

卖契为9％；典契为6％。不久又公布酌减契税大纲，电令各省自定税率，至此直隶省规定：

卖契为6％；典契为4％，沧县按此执行。

民国4年(1915年)1月，财政部颁布<屠宰税简章>，规定课税范围仅限于猪、牛、

羊3种，沧县从颁布之El起开始执行。屠宰税税额为：猪每头征银3角；牛每头征银1元；

羊每只征银2角。

民国10年(1921年)，沧县建立财政所，负责田赋的征收。

民国13年(1924年)，沧县撤销财政所，田赋由县参事会负责征收。

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于南京召开第一次财政会议，颁布<验契暂行条例>。

沧县在征收契税(卖6典3)的同时，还有推契，其税率与典契相同。沧县同年将钱粮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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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币，每银1两折银币2元3角。

民国17年(1928年)，沧县知事署更名沧县政府，重建财政所，负责征收县境税赋。

民国18年(1929年)4月，河北省修正了(屠宰税章程>，沧县根据章程，作了税额上

调等5项规定。

民国19年(1930年)1月，财政部声明废止厘金，令各省遵照。沧县于次年废止厘金。

民国20年(1931年)，县府设立财务局，经管全县税收。此时，沧县经征的税捐已有

卖契税、典契税、牲畜税、斗行牙税、当税、亩捐等42种。

民国23年(1934年)5月，财政部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会议决定以减轻田赋附

加，废除苛捐杂税6条原则，河北省奉财政部令撤销厘金后，举办营业税，拟将牲畜税、屠

宰税、牙税、当税并入。因各县守旧，改称营业税确有困难。经财政部核准照旧办理。沧县

仍依旧制征收。

民国27年m34年(1938--1945年)，日本侵略军占据沧县，设立了北京统税局沧县稽

征所。征税制度除沿用国民政府的税收制度外，在城里先后又开征了统税、营业税、娱乐

税、房捐等20余种税。

民国35—36年(1946--1947年)，沧县(城区)被国民党所占据，县政府设立了冀察

热区直接税局沧县分局，开征大小税80余种。

1947年6月15日，沧城解放，设立沧市，属山东渤海行署一分区辖。同年成立了沧市

工商管理局，内设一个税政股，税政股下辖沧市所、七里店所、南皮所和王寺所，另设有一

个出入口税务所，局址设在市文昌街东口。统一执行山东渤海行署一分区的税收法规，开征

了坐商税、临商税、集市交易税、出入口税等7个税种。

1948年

6月，沧市划归晋察冀边区的冀中行署直辖，统一执行冀中行署的税收法规，开征了14

余种税种(税种详见第二章税制)。沧市对内地投机商人和外来突击商人，采取较重税的限

制政策，临商税的税率为20％一80％。

9月，按照冀中区行政公署工商行字第5号文件，沧市执行新的集市贸易税税率，对粮

食、牲畜、土布、棉花征收集市交易税。

12月，根据华北区颁布的全区统一的<交易税暂行办法>，沧市工商管理局在1948年

至1949年间，对市内14个交易场所开征交易税，如粮食市、盐市、牲畜市等，共有交易员

345名。 ’

1949年

3月15日，沧市税务局根据华府贸管字第1号令公布的<华北区进出口货物税暂行办

法>，对本市的进出口货物，按当地市场价格核定征收进出口税。

4月18日，沧市税务局根据冀中区税务局行印字第l号令，从4月起，开始依照华北

区新修正的<华北区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办法，在沧市试行印花税。

8月，沧市降为县级镇，隶属沧县专区，成立沧镇税务局。王子建任局长，傅建安任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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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局址在镇文昌街，后迁至当铺街。

10月，沧镇税务局根据华北区人民政府制定颁布的<特种消费行为税暂行条例>，对沧

镇的筵席和娱乐场所开征特种消费行为税。

11月，沧镇税务局依照河北省税务局政字第308号训令和沧县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训令，执行新的<华北摊贩税暂行办法>，并根据沧镇的实际情况又作了4项补充规定。

1950年

1月，政务院颁发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

统一了全国税政，建立了新税制。除农业税外，全国共有14个税种，包括：’货物税、工商

业税、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

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沧镇税务局除薪给报酬所得税、

存款利息所得税及遗产税未开征外，其余税种皆陆续开征。

同年，镇委副书记王子召兼任税务局局长。

1951年

1月16日，沧镇税务局开征文化娱乐税，征税对象包括戏剧、舞场、冷饮、旅馆。

3月。刘怀忠任镇税务局局长。

6月18日，沧镇税务局开始对10个行业13户调查，通过行业评委会协商和民主评议，

定出了有关行业的“三率”(即毛利率、纯利率和开支率)，30目开始在各行业公布执行。

10月1日，根据政务院公布的<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沧镇税务局执行征收车船

使用牌照税。

同年，根据政务院<屠宰税暂行条例>，沧镇税务局开征屠宰税。

根据华北区<交易税暂行办法)，沧镇税务局开征牲畜交易税，根据政务院公布的<利

息所得税暂行条例>，沧镇税务局从今年起开征利息所得税。
’

今年沧镇税务局对执行货物税的企业，执行派员驻厂征收制度。

1952年

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怎样在财政系统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

动>的社论。沧镇税务局组织全体干部学习，并投入“三反运动”。

1月18日，沧镇政府召开“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对

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国营工商业负责人和私营工商业户

1000余人。

9月，沧镇税务局由庞登科、贾金洞、王世祥等21入组成的调查团，对全镇各行业的

工商税和货物税税源进行了调查，掌握了各行业的资金周转率、平均毛利率、纯利率和开支

率，及主要行业货物的进货价、批发价、零售价。经过综合研究，找出了工商业经营的发展

规律和税源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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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王树和任沧镇税务局局长。

1953年

3月，沧镇税务局在全局开展了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运动。根据群众来信

来访揭发和检举出来的问题，通过学习和自我检查，肃清了错误思想，端正了工作作风。

4月，沧镇税务局建立了监察组织，加强了税收的监督和执法工作。

5月，沧镇税务局利用夏季物资交流会的机会，对全镇的工商户(不论是摊贩还是坐

商)执照，进行了重新登记。 ’

同月，沧镇税务局在全镇各行业中组织职工店员，建立了护税委员会。

11月，沧镇税务局在全镇各行业中开展了“实报实交”的老实运动。与此同时，开展

了对私营工商户的“反偷漏”斗争，在调查中发现其偷漏税问题较严重，占其征收总额的

20％左右。

12月25日，沧镇税务局组成5个工作组，深入工商业户开展督税工作，完成了全年所

得税的清交。

1954年

5月，沧镇税务局组成了4个检查组。对本镇的20个大、中工商户进行了检查。掌握

了本镇各行业的经济变化规律。同时，将本镇有条件的主要户建立了统一的科目和统一格式

的帐册，便利了管理，堵塞了漏洞。

7月，沧镇税务局协助工商联建立了“私营企业建帐委员会”，苑香林为建帐委员会主

任，税务局张维忠为副主任。由张维忠和何玉书两人编写工业、商业、简易三大类新会计教

材。帐簿和表报等皆统一设计、统一印刷。并于1955年1月1日，在全镇的私营工商企业

中执行新的会计制度。

12月17 El，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沧镇改为县辖镇，隶属沧县管辖。

沧镇税务局改名为沧县税务局沧镇分局，局长贾金栋，副局长王子瑜。

1955年

2月21日，沧县税务局沧镇分局的税务统计按照国务院统一规定，

比为l：10000的比率计算数值。

11月，沧县税务局沧镇分局根据上级局“关于大力组织旺季收入”

局干部对国、合、私营工商业的纳税进行了大检查。

1956年

以新旧人民币币值

的指示。组织了全

1月，沧县税务局沧镇分局根据对合营工商业只征最后一次所得税的指示，对全镇私营

工商户1955年度的所得税进行了检查和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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