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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安县财政局办公楼外景



成安县人民政府剐县长胡梦玲与财驶局长孛书文、
剐局长武桂林、马淑平在一起。



序

为了全面认真地记录我县财政经济发展的轨迹，反映我县不同历史时期财政工作的特点，继承

和借鉴珍贵的历史经验，汲取教训，为今后财政乃至整个经济工作提供决策依据，我县编纂出版了

《成安县财政志》一书，以期服务于当代，激励后人。

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国家和地方经济之核心，是国家作用于经济的产物，它是随着国家

的产生而从社会产品分配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分配范畴．同时，它又是⋯个历史范畴。历史唯物主义

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都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其内容，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则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社会形式。因而，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财政作为一

种分配活动属于经济基础，它必然和一定的上层建筑有密切的关系。按照这一客观规律，对照我县

财政经济发展的曲折历史，就不难看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财政经济的繁荣都是以政治的稳定为

基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政治形势的稳定，使我县财政经济步入了稳定发展之路，财

政经济的发展又为社会的前进注入了强大活力。今后，伴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大规模的经济

建设的兴起，成安的财政经济建设必将目益繁荣昌盛，财政必将为我县的政治稳定、经济振兴、民众

富裕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力求渊耀溯根，客观公正地记载我县财政经济发展的每一时期。尽管书中

所载之事．由于岁月悠久，无人可访，难以考其究竟，但经过修志同志多方收集资料，查证我县县志，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尊重历史、分析历史、研究历史的观点．吸取历史的精华，服务于现宴社

会。在编纂时较客观真实地记载了我县财政发展的历史。只有比较，才有鉴别，“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我相信，本志的出版．无疑对于再现成安的财政经济历史，服务于成安的财政经济工作，研究成

安未来财政经济的发展趋势，将会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成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胡梦玲
一九九二年



序 二

财政历史远源甚古，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财政，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认为：“财不盖天下．不

能正天下”。历代封建王朝提倡的“崇尚节俭”之说都证明r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财政坚持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从我县财政的历史看．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

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发展，我县财政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为了把我县财政每一时期情况记载并传记于后世，由我局编纂的《财

政志》一书将奉现给社会。

我们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观点

和方法，极力做到科学性、思想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力求做到存史、资政和教育的作用，坚持实事求

是，秉笔直书的编纂原则，力心既着重记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财政状况，又寻根

求源于贯通古今．全貌地反映我县财政发展的*衰沿变。力求言必有据．事必有证，不宣染．不虚构，

以达到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之初衷。

本志严格按照志书之体例，坚持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交融，以事贯通，做到以文为主t随文插

表，致力于做到文省事明，但由于我们编纂人员时问仓促，在引用和收集史料过程中难免存在不少

问题。为此，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领导批评指正，以匡不速。

应当说明，这部志书是在县领导和上级财政部门的亲切关怀下编写出来的．另外，本志在编写

中曾得到县档案馆、县志办以及许多退居二线的老财政干部的大力支持。在本志出版之际，我们代

表全体编纂人员和全局干部职工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成安县财政局局长李书文

成安县财政局副局长武桂林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日



成安县概况

成安，历史悠久。地处中华民族的播篮——古黄河流域区。早在唐帝尧七十五年，大禹治水曾

至县境。春秋初期，始设邑建治，距今已有二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

，成安县位于河北省甫部，北纬二十六度二十六分，东经一百一十四度四十一分，束与广平、魏县

相邻，南与临漳县犬牙相交．西与磁县交界，北与肥乡郴郸县接壤。面积四百八十五点六平方公里．

有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五十兰人，其中；回、壮、满、侗、哈尼等少数民族一百多人，其余皆为汉族。辖十

一十乡、四个镇r二百三十四个行政村(二百一十‘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驻城关，矩邯郸市二十六

公里。· ．z
z

政区沿革，戚安募境。春秋初为晋地乾徭邑(在今漳河店村东，东漳河村南处)，战国时为赵地。

赵王歇封陈余为成安君，因有成安名。秦代属邯郸郡。西汉始于此置县，目地多斥卤(或说城甫霄蠹

丘)故名斥丘县，县治仍在乾侯。属魏帮。玉莽时改名利丘，东祝时复名斥丘。自东汉至北魏斥丘县

均属魏郡。东魏时斥丘并八临漳县，仍属魏郡。北齐天宝年闻复置县，改名成安(治所赶至今城址J，

属清都劳j礴初成安县属魏部t开皇三年索相州，大业三年仍属魏郡。唐初成安县改属磁州★贞观元

年更隶相州，天佑二年戚安县复改名斥丘，兰年更属魏州，五代后唐时斥丘县又改名成安。朱熙宁

六年将洹水县省八溅安县为镇，成安县属大名府。元初成安县并人滏阳县，后复置，改属广平府磁

州。明洪武初废成安县，四年六月复置，属广平府了情代画之，民国二年废府。成安县属冀南道．三

隼道更名为大名遒．仍辖成安县。十七年始置于直隶河北道。一九三七年抗甘战争爆发后。建立成

安县扰目：政府．属冀南区。_九西五年磁_县j的商城、马头射归成安县，县更名为成磁县，属冀南区三

专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撤销成磁县，复置成安县，划归邯郸专区。。九五八年十

二日成安县并入磁县，一九六一年五月恢复戚安县原建制，仍属邯郸专区。

自然条件，成安县地处华北平原南端，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起伏不大，比较平坦．平均海拔

为五十六点七米。早在西厨时(公元前六零三年)，黄河流经本县，战国时，黄河南迁东移出境．出现

漳河，自西南流向东北tA黄河。至精乾隆六十年(1795年)南移出境。覆代滏水曾于县境西北部流

经，南北朝耐燕河从县东部由南向北流过。由于河流(特别是漳河)反复改道，故县境内留下散道沙

丘带。气候为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侯。四季分明．春旱多风．夏热多雨，秋晴气爽，冬冷干燥，年平均

气温摄氏十三点一度，一月平均气温摄氏零下三点五度，七月平均气温摄氏二十七点二度。年平均

降雨量八百一十毫米左右。年日照约二千四百小时，无霜期约二百三t天。土壤主要是草甸褐土和

潮土，其次是盐化潮土和沙质褐土性土。

经济状况。本县经挤以农业为主，耕地面积五十七万多亩。历史上盛产葛麻(制葛布的原料)，

红枣也很有名。现在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谷子等，总产量三万二千三百多万斤；经济农物有

棉花、花生、大豆等，尤其是棉花，引种较早，种植有方，而且种植面积大、产量商、质量好，为全国重

点产棉县之一。为发展农业，在县境内开挖了大小排灌渠道九条，能用机井五千五百零六眼，有效灌

溉面积共计五十多万亩。农用载重汽车二百四十辆t各种拖拉机二干七百多台，农业机械总动力一

十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千瓦。乡镇企韭五千八百八十六个，主要有制砖、镀锌、塑料、建筑、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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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总收入二万九千五百六十七万元，年上交税金五百三十九万元。

现价农村社会总产值五万四千八百五十七万元淋业有所发展．全县实有造林面积一万七干一
百零九亩，其中商城林场最大，面积六千四百三十亩，树种多为刺槐。四傍植树七百四十一万株，多

为杨、柳、榆、槐等树；果园面积一万九千八百五十六亩，产苹果、梨、桃、杏、枣等水果。畜牧业以饲养

牛、马、驴、骡等牲畜及猪、羊等。工业主要有煤炭(在武安县开采)化工、机械、纺织、建材、电力和印

刷以及产品加工等。产品主要有原煤、硫酸、合成氨、氮肥、汽车配件、农机具、印刷机、棉布、服装、水

泥和民用镜等，全县工业总产值现价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万元。交通比较便利有邯郸至大名、磁县至

肥乡、成安至马头、未县至临漳、茶棚至临漳、北散湖至李家町、成安至广平t北乡义至店上，漳河店

至郭坊、徐村至长巷十条柏油公路，总长二百五十一点五公里。还有辛安镇至成安地方铁路深入县

境八点六公里。另外各乡村之间有简易公路相通。

文教卫生，全县有普通中学三十所，师范学校，职业教育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各一所；小学二百

一十所；共计在校学生四万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教职工一千八百一十四名。有县医院一所，分院四

所，乡卫生院十一个，还有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中医院各一所，共有卫生技术人员四百零二人，

村卫生室二百三十四个，村卫生员五百四十八名。有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新华书店各一处，影剧

院两座、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

各胜古迹。有二租塔遗址和风凰台遗址两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二租塔位于县城西北二祖村

北元符寺中，囤佛教二祖慧可圆寂于此而得名，此塔建于唐代t高八十尺t为七层砖塔，“文革”中拆

除，今塔寺正在筹建。凤凰台遗址在县城北．始建于唐代，相传吕洞宾在西适邯郸时．曾憩息于此，井

自题《西江月》一首，为此曾建吕仙祠于台上，今仅存台基，古柏两株及明代万历年间重修风凰台碑

碣一座口成安西北部战国时自西南向东北耸立着赵长城；城南有匡教寺，为二祖说法之处，故又称说

法台；城东乡义村为汉大懦戴德戴圣之故里，并立有故里碑。这些名胜，原迹荡然无存，仅留遗址。

毛泽东主席(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委员长(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日，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及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三次)和李先念主席(一九

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等中共中央领导先后来县视察，现在遭东堡村西建有毛主席视察纪念馆。

“洪洞县迁民之说”。据考证，元末明初，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瘟疫等原因，全县人口。非死即

逃”，明朝建立后，即从山西洪洞县大量迁民充实、繁衍生息，故县民都称洪洞县是自己的老家。

成安县城居县境中部，面积二点六三平方公里。人口二万多人。县党政机关及其各部门驻此，

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安县城始建于北齐，元朝前为土城．明代修为砖城，有东、西、南三

门，无北门。解放后将城墙拆除。一九八三年在城基上修建环城柏油马路。县城发展较快，原东西

大街扩建后，又于城北新辟新兴大街。西城路由原宽十五米，拓赛为三十米，路中两条绿带。北城街

原宽7米拓宽为十五米，全城新增街道十多条，面积扩大了一倍多。目前，一座交通方便、市场繁荣、

工业兴旺、文化活跃的新型县城已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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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成安县财歧志》(以F简称财政志)是本县第一部财政专志．上限依据现有资料追溯到一五

九九年．F限至一九九年末，

二、术志巾的数字表述．除表格中采用阿拉伯数字外．其余均用汉字。年号的使用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市前，用朝代年号，同时在括号内沣明公元年号．之后直接用公元年号。

二三、本志中的计址单位，均以肖时的电位为准．不加换算。如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万

元相当于现在的一Jc，以当H}的万元记叙；一九血九年“前的十兀两为市斤．按当时的十六两

为一市斤记叙等。

四、《财政志》中的科：渭．均按当时的记载并采用通俗写法．如“边府”指晋冀鲁豫边M人民政府：

“省厅”指ioJ'JL省财政厅；“县政府”指成安县人民政府等。

五、编写本志在采用资料时．文字资料与{l述资料发生矛盾时．以文字资料为准；文字错料与文

字资料发生矛盾时，“主管部¨的资料为准。如在人啦上以组织部门的资料为准。在财歧收支数字

七以本局决锋报表为准。

^、为r保持历史资料的本来面目，在选用各种报表时一般不作修改，对明显的、较人的差错

(如数字合计错误等)，我1F J即作r纠正。

七、为便于表述，本忐巾对所年收支统计表中的项目进行了归类，并统一r计算单位。

八、本志中的“民同时期”是指公元一九一年至一)LZ六年；“抗日战争时期”是指公兀一九三
E年事一九四五年，“解放战争时期”是指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几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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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沿革。成安财政历史悠久．明、清时，县来设专职财政官吏，由知县兼理。民国时期设财务局。一

九三八年，县抗日政府设财政科．一九四五年九月成安解放后，建立了成磁县人民政府财政科。一九

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戚安县人民政府设财政科。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成安、临漳同

时并入磁县，磁县人民委员会设财政科。一九六一年五月恢复成安县建制，县人民委员会设时政科。

同年财政、税务分设，成立县税务局。一九六八年财政，税务同时并入县革蛋后勤组，当年九月，县革

蚕后勤组解体，财政、税务、市管会合并成立财政局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更名为财政

局。当年．县人民银行、县财政局合并为县财金局。一九七三年元月市管会从财金局划出。当年三

月县财金局划分为县财政局、县人民银行。一九七五年三月，县税务局从县财政局蜘出。一九八五

年各乡镇建立财政所，一九九一年末，财政局共有干部职工七十九名(其中县局三十七人，乡镇财政

所四十二人)，

收入：明代除赋税外别无其他．每年共征赋税银一万三千七百七十六两六钱二分六厘。清代初

期与明代同，后陆续增加人丁银、优免银、马价胖在脚价银等，每年总计收银三万零贰百八十九两一

钱三分八厘九毫九丝八忽。另外还有当税、房产税、牛驴税、牙贴税等项临时收入。中华民国时期有

官款经常收入和宫款临时收入。官教经常收入有田赋和杂税，每年共收七万五千一百七十七元多，

官款临时收入包插：契税、契纸价、田房费、罚金、状纸价等，每年收入并无定额。抗日战争时期。一方

面抗日县政府通过各医向下征收粮教。另一方面丑伪县政府也向下派粮派敦。解放战争时期的收

入项目主要有公负和各项税收，每年公负征收小米约一千三百多万斤，军布一万多匹、棉花三十多

万斤、柴草三百多万斤。各种税款二万八千九百多万元。 、

--JL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收入以农业税和工商各税为主，每年农业税征收折米一千五百多万

斤．工商各税收款二万五千多万元。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是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问，此期财政总收入二千二百四十九万九千元t其中；农业税收八百三十四万八干元．占总收入的百

分之三十七，工商各税收入一千四百零八万八千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二点六．其他收入十九

万二千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零点八五。一九五八年财政工作贯彻执行“反右倾、鼓干劲，多收入、多

支出、多建设”的跃进方针。部分中央企业、省属企业下放，手工业合作社、农村供销社财务纳入县级

财政t全国税收改革，大办钢铁、太办农业、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全县财政总收八五百六

十二万元t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三点三，其中；农业税收一百八十二万一千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

三十二点四，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四；工商各税三百零八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四点

八，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其它收入三十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五三，比上年增长百

分之四十三，企业收入四十一万九千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七点五。一九五九年继续反右倾鼓干劲，

探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省属企业邮电、银行、粮食企业下故+纳入县财政管理。全县财政总收入六

百零七万三干元，比L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一。其中企业收入一百六十八万二千元，占总收入的百分

之二十七点七．比上年增长三倍多。一九六二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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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挤总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中央企业、省届企业全部上划，手工业合作社、农村供销社划归

集体经济，财政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部统收统支)。企业收入十五万二千元，比上年下

降近四倍。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时期，成安县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工农业生产受到严

重损失，全县财政收入下降到五十九万元，比上年减收三倍多，其中农业税收二十五万八干元，比上

年下降近三倍．工商各税一百四十万零三干元，比上年下降百分之．～i，企业收入负数一百一十

二万四千元比上年减收一百二十七万六千元，其它收^氘万三干元}匕上年F降：倍多。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工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的影响。十年全县财政

收入总计二千三百五十四万七千元，每年平均二白_二十多万元，比一九六五年的．百八十九万七干

元F降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1．“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全党工作重点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一九七九年，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经济政策，有力地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全县财政收入

四百五十八万八千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一，比“文革”期间每年平均收入增长近一倍。一九八。

年，国家进行财政体制改革，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工农业生产发展，财政收入提高，当年全县财

政收入四百七十九万二千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点阳。一九八三年，国营企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

调动r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全县收入四百六十六万二千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点五。一

九八五年，国营工商企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增加了资源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城市

维护建设税。县以上供销社划归预算外管理，电力税上划，石油公司划省，全县财政收入六百五十五

万二千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一九九。年全县收入一千四百三十三万六干元，比上年增长

百分之九点‘，其中：工商税收九百一十一万三干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三；企业收入七十六

万一千元，比上年降低百分之五十；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共计二百零四万一千元，比上

年降低百分之零点九；专项收入二十万零二千元比上年降低百分之二十八；其他收入二百二十一万

九千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十九点六。一九九一年是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t年规划和“八

五”计划的第一年，是深化改革治理整顿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的一年，全县在企业经济效益带坡，农业

遭受旱灾的情况下，由于深入开展“双增双节州双创双扭”运动，控制了财政支出急剧上升，保证r

财政收入任务顺利完成，完成情况名列全区第一。当年财政收入一千五百九P二万二干元，比上年

增长百分之十一，其中：工商各税收入九百八十一万六干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零点八；预算内企业

实现税利八十六万六千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八；农业税收类完成二百九十九万五千元，比

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七i其他收入二百万九千元，比去年降低百分之九；专项收^二：1三万六

千元，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五。

支出。明代财政支出除地方官吏薪俸外，馀即分期上解。清代康熙年问每年上解银一万五千多

两．官吏薪俸及杂支银三千一百多两。嘉靖年间每年上解银二万八干多两，官吏薪俸及杂支银二干

多两。民国时期官款岁出和地方公款岁出每年约计银元五万多元。抗日战争时期方面是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县政府，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壮大地方武装力量的支出，另一方面是日伪县政府为维护

自己统治的开支。解放战争时期地方正常支出全县每年小米四百万斤巾麦二十六万多斤，棉花四
百多斤，柴四十一万多斤，钱二百多万元，为支援战争保证胜利，每年还不定额的向上解送军用物

资。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县未成立⋯级财政前，每年国粮开支经费二十!万七千多万元，地

粮开支小米五百多万斤。一九五三年是建立县级财政的第一年，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年．当

年全县财政支出八十七万八千七百六十二万元。其中农业支出一万六干六百一十万元．林业支出四

百六十万元t水利支出一千一百万元，文化支出八干二百万元，教育支出四十二万二千一百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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