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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地方志是我国世代相袭的历史传统。国史、方志在历史的长

河中，起着承前启后的资治、教化怍用；能’收到以史为镜、pJ,志为鉴

之目的和效果。

随县是我国出土稀有文物一一编钟之故乡，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

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对经济事业没

有引起必要的重视，致使财政志成为历史的空白，造成难以挽回的历

史贻误。

1 9 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财政在经济建设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盛世修志中，编修财政专志，既是历

史发展的必需；也是填补随县财政史空白的正确决策。有着深远的历

史意义。

随县财政j蕙，较为系统地反映随县近百年来财政的芡展交化，力

求突出地方性和行业特点，记述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财政的职能作

用和分配方式。用大量的史实资料，从本质上剖析了不同制度是导自

财政兴衰的根本原因，揭示出发展生产、加强经营管理是保证财源永

兴不衰的客观规律。它重点记述了建国以来，财政工作的发展和取得

的光辉业绩，寓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

随县财政志付印，不仅填补了随县财政史上的空白，而且作为财

税人员的学习资料及地方性教材，为今后财政事业的研究和发展都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于县并市后，开创我市财政工作的新局

面，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会发挥应有作用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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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时间，上起清末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 下迄

1 983年12月，长达一百一十四年之久。，-j心=-书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对

1 983年前的财政体制，税收源流均作了扼要记述，力求通俗易懂。

二、本志卷首为序言、凡例、目录、编写人员名录。正文在大事

记、概述之后，共分六章二十六节，以文字记述为主。为弥补文字记

述之不足，扦以图表，附以彩照以衬志书完整。对革命根据地及汪伪

时期财政不再列章，以特别附录和附录均列卷尾。为便于财政工作研

究及参考，辑录部份史料附卷尾。

三、本志采用记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方法撰写。为顺应历

史发展，避免层次重迭，在章节下．不再设目。为标示内容不同，在

每节下拟以小标题提示。

四、本志书所列数据、图表均以阿拉伯文字书写。建国前的历史

纪年，均以当时所用纪年，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概用公元纪

年。

五、本志文体以语体文为主。为使能确切记述当时情况，监使文

字简洁，对清末、民国时期文言体的资料、文件、报刊，在摘要时进

行反复推敲，监参照其它资料，进行语法白话修饰，文内不再注释．

六、本志记述内容，包括1955年前原洪山县并入随县部分和1980

年县、市分设，随州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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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按两淮盐法，淮盐鄂岸制造验督销辑私

局于淅河镇设立“淅河分销局”抽收盐厘。

光绪七年(公元188 1)，随州续议捐补原社仓存粮因兵变之损

失，决定再建仓五廒积贮新捐谷石。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淮盐鄂岸汉口盐务督销总局德安府分销

局于圣厂、唐县镇设辑卡以密迩应私。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 99)年，因筹练兵薪响，随州确定由地方官

代征烟酒糖税(包括天门、黄陂)，征税约一万数千余串八千二千不等。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湖北省政府公布《各县烟酒事务分

局暂行简章》计十一条。其中规定各县分局长由县长兼任，韭公布经

费比额成数。随县原委任白蔚文为分局长，未上任仍由县长兼。规定

费税额为5，280元，经费比额三成，牌照税500元，经费比额二成。

民国十七(公元1928)年，随县财政局拟定《组织条例》共十条，

具体规定了财政局内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各级管理权限和主要

任务。

民国十九年(公元1 93 0)，随县驻军缴民团潘寿宁抢械一案，县

财政局呈报省财政厅损失税款八千元。省通令各县局，韭责令随县县

长彻查追缴。

同年，随县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有关财政问题的几项

决议： (1)县公安局经费不敷拟具四项筹款办法； (2)契税附

加地方收入短收，不敷予算甚钜采取三项措施； (3)由县长朱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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