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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共设八章；依次为概述、大事记、财政机

构、财政体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与监

督、附录。

二、本志采用记述与图表相结合的形式，概述部分

的撰写采用叙议结合，其余均用记叙文体。

三、本志上限清朝末年，下限1995年底，一般本

着详今略古的原则，贯通古今。大事记自清顺治年间开

始记述。

四、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公布的试行

规定为准，公历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夏历纪年用汉字。

五、资料来自各档案馆、统计局和财政局各科室，

记述中一律不注明出处。

六、领导人简介为在任实职的副局级以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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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久胜

经过编写人员及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费县财政

志>编印出版了，这是全县财政系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对于我县财政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于振

兴费县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编修各类志书，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是我们民族特

有的文化现象。<费县财政志>的编纂是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遵照县政府的统一部署进行的。编纂过

程中，编辑人员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以党的若干历史决议为指南，根据详今略古，贯通古今

的原则；广征博采，搜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并在此基

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史

料进行了详细加工。记述力求做到观点正确，记述公

允，史料翔实，取舍得当，结构严谨，文笔流畅。充分

体现费县经济发展的特点及财政的经济杠杆作用。

费县地处沂蒙山区，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光荣的

革命斗争历史。建国后，’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努力拼

搏，为家乡的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部费县财

政志。就是一部费县经济发展史。她客观地反映了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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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全面系统地总结

了财政工作的经验教训。建国46年来，我县经历了国

民经济恢复、“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几个时期，真实地

记述了财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并从中引出历史的借

鉴。

<费县财政志>的出版，为费县财政工作提供了一

部好的教材，她提醒领导者在组织经济建设的决策中，

如何面向实际、量力而行、量财办事、扬长避短；她象

一面镜子鼓励和鞭策广大财政工作者在执行政策和厉行

公务中，如何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实事求是、任劳任

怨。可以说，这是为子孙后代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

富。希望工作在财政战线上的同志，要认真学习，努力

工作，为更好地发展费县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6年10月于费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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