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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编史修志，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编史修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和历史工程，既服务于当代，又服务于长远．

流传后世， “利今世而惠后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培训，我们财政志组的人员收集、整理、

试写历时一年，写完了上限民国元年(1 912)，下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一九

八三年共两编十五章三十八节，二十余万字。这部《财政志》主要反映了民国时期

的财政机构、税捐、田赋以及财政收支等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财政机构设

置，财政体制、财政预算、公债、乡级财政、农业税、财务管理、审计与监察、大事记

等情况。

由于我们人手少，水平有限，加上经验不足，差错难免，不妥之处，望读者

批评指正。



概 述

据旧汝宁府志记载⋯⋯宣统年间，遂有县公款局之组织，初时全年收支不过制钱二、三

万串而已，民国初年，军事挤攘，渐加至丁银一两，附收制钱七、八千文。 民国十六年

(1 9 2 7)北伐告成。防匪兵事费一项就超越其他，乃至每银～两增纳十余之巨。因而财政

机构也随之庞增。清末至民国十六年(1 9 2 7)县地方财政机构叫公款局。民国十七年

(1 9 2 8)便改称财务局，二十二年(1 9 3 3)改为财务委员会，增设了契税经理局。

牙税征处，屠宰税征收所，烟酒税局，印花税局，营业税局等。同时为加强财政监督和收入

用项，中央设有审计部。省设有审计处，处理中央、省(市)及其所属机关之审计案件，在

财政予算管理中，推行了予计算管理办法制度。为保证财政法令的行使，中华民国财政部制

订了财政组织通则。审计法实施细则和财政予算章程等要文。

民国时期的税捐

民国元年(1 9 1 2)十一月公布税法草案，国税分现行国家税、未来新设国家税计23种。

地方税分现行地方税、将来新设地方税计28种。民国十二年(1923)十二月颁布(曹锟)宪法，

对于国地两税收入划分进行了所谓改革。民国十五年(1 9 2 6)公布国税收入十一种。地

方税收入六种。但税目虽少，内容扩大，如国家收入部分的国有营业收入，尤其地方税中的

其他杂税杂捐税目负重如山，现仅就农民杂税杂捐为例：田赋附加，有教育附加、自治附加、

保安附加、公安附加、政警附加、保卫附加等九种，除此之外尚有：保甲捐、枪款捐、飞

机捐、人口壮丁费、壮丁安家费、壮丁伙食费、区丁伙食费、训练费、联保办公补助费、联

丁伙食补助费、联丁服装费，保长办公费、保丁伙食费、开会饮食费、临时驻军给养费等。民国

三十六年(1 9 4 7)又推行了三人三枪款，子弹费，大车变价、骡马变价，麸料柴草变价、

代雇挑夫费、 代雇壮丁费、看坡费、书写造册费，勤务告助费等。加上工业商业各种税捐

和附加不下百余种之多。当时汝南县曾流行着国民党为刮民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说法。

民国时期的田赋

民国时期的田赋，由于行政区划的不断变化，加荒芜隐匿土地，以及统计之误，历年田

赋土地不一，据民国二十六年统计(1 g 3 7)，十个区八十四个乡，团赋士地2，739，034

亩。丁银3 4，2 3 7两。折合银元7 5，3 2 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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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田赋，沿袭清代征银一两。折收制钱两串八百文，民国七年(1 9 l 8)改

折丁漕，每银一两折征银元二元二角，此外加增附加：

(一)教育附加：1．正常教育，民国-f·七年(，l 9 2 8)每丁银加征八角，民国二十

二年(1 9 3 3)改增四角。2．短期义务教育，每丁锨一两加征四角。

(二)建设附加，民国斗‘七年(1 9 2 8)每丁银加征四角二分，民国二十二年改为二

角五分。

(兰)自治附加；民国二十二年(1 9，3 3)每丁银一两加征二角五分。

(四)公安附加：民国十-L五iT．(1 9 2 8)每丁锿加征一角一分七厘八毫，民国二十二

年(1 9 3 3)改征二角五分。

(五)政警附加，民国十七年(1 9 2 8)每丁银加征～角六分另七毫。民国二十二年

(1 9 3 3)改征二角五分。

(六)保安IlIDI，民国二十年(1 9 3 1)每丁银加征七角五分，后改为三盛，此后又

按小地亩捐洋七分。

(七)地方公款附加，民国二十年(1 9 3 1)每丁银加征三角，此外，还有区保卫米

麦折价、地方公益捐附加等。

民国时期的财政支出

民国时期的财政支出共分四大类。以民国二．十二年为例：党务、财务、公安经费为一

类，全年开支2 0 l，l 5 2元，其中含：县党部、区公所、公安经费、政警经费、保安经

费、财务委员会经费及税捐征收经费等。教育经费为一类：全年开支4 3，6 9 6元，其中

含有教育行政熟学校教育费、社会教育费、教育补助费、津贴及旅差费、教育IIit<．t-ll教育会
经费。建设工程费为一类：全年开支l 0，4 8 0元。其中含建设行政费、环境兼长途电话

班经费、水利经费和建设临时费。其他经费为一类，全年开支5 4，6 5 e元，其中含：救济

院经费、平民医院经费。种痘费医药费、工厂经费、农场经费、、苗圃经费、无线电收音员经

费、农会经费，弥补司法临H寸费等。 总计开支3 0 9，9 8 3元。是年共收入3 3 9，

6 5 3元，收支大于支2 9，6 7 0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 9 4 8一一l 9 8 3)

财政机构设童

一：7-oIst．SD'7；,之前叫Ibt}7<年-"i-，一九五。年改称财政科，一九五八年财政科撤销，与税务局

合并称财政局，一九六一年财致、税务分开冬成⋯局，一九六八年两局义合并。‘t财税革命领

导小组或财政革命委员会， 一九l-_：九年贝{政、税务再次分开办公，财政仍mill．j政局，直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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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三年，共经历了1 6任4 1名正副科局长，5 8 5人次的变化。

财政是国家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个工具，它随菪国家

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国家是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它是社会再生产的有

机组成部分。必然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汝南县财政部门，是县人民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在县人民政府和中共汝南县委的领导

下进行工作，在业务上接受上级财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在本部门内为便于分门别类行使职

能，由科分工到股室的分工。

财政部门是一个综合部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具体承担着组织全县的财政收入，管

理好各项支出，支持生产的发展，进行服务和监督，向党政领导和全县人民不断回报予算执

行情况，以便指导我县工农业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下属机构一一一九四九年全县划为十二区和城关八个镇，j夏改为十-4、区，城关并为三个
镇，-；SL五。年划为十五个区、和城关三镇、区以下3 2 3个乡。～九五一年汝、平分县后，汝

南剩下七个区和城关镇，又划为十个区，一个城关镇。区下属1 8 7个乡(镇)(其中乡

级l 6-4、)‘和城关镇下属五个街，至一九五六年几经变化，成为八区一镇，文5 3个乡。e到

一九五七年上级批准原来的八个区改建为2 4个中心乡(即区级乡和城关镇)。原来的

l 5 3个乡合并为5 l，个一一般乡，⋯九五八年一r半年，改建为1 1个人民公社，从～九五八

年到⋯九八二年，人民公社经历了2 4年的变化，县财致局与税务局两次合分，合并列社财

政{j L,ID为财政部或则税所，部、所约五至七人，分开时，社财政设则谚。助理员和财政会计一

至二人，至一一一九八三年全量j巳成为二十个人民公社和城关镇，随着形势变化噬毳要，又改称

为2 l乡(镇)人民放府，楸据上级指示精亭中，鲁乡又建立了2 l乡(铰)鼢政所(j；fj图一，)

每所配备人数乃：一，多者五至六人，少者二至三人，上述则政人员，主要负责和承担历年农

业税的徊j收和各个时期的财政工作。

局直属二级机构，房地产管理所、自来水厂两个单位，开始属于行政性质，届发展为事

业单位、企业管理，自负盈亏，财政上量力酌予支持和补助的办法。

供给制度考：

供给制度考主要阐述了个人和主要公用部分j。个人部分；从供给制到工资制，经历了

“自给供给捌”、“初级供给制”、“包干供给制”和“工资分的包干供给制”阶段，其中又分

“灶别的工资加津赔韶j"和“取消灶别分等级的工资制”(也就是工资制的萌芽ic}j了)，由

此开始实行了现行货币工资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的好转，供给制度基本上由求温饱经

过低级标准到较高标准。

财 政体 制

汝街县的财政是F}j自给自足的分散财政，走向统一的财政，由供给则政转向建设财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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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汝南县开始划为一级财政，在以前执行收支两条线，在业务方面与上级财政是

执行和报销帐目的关系。成为一级财政后，上级按照规定的范围，给一些自主权，开始了地

方建设事业。

一九五三年以前，是中央、大行政区(中南局)和省三级管理的财政体制。一九五三年

改为中央(大行政区)，省、县三级管理的财政体制，一九五四年大行政区撤销，直至一九

五五年期间，均系三级管理时期，在此期间，由于国家工业力量薄弱，农业初见成效，地方

收入尚不稳定，原则上支出打紧，收入安排主要以上级补助调节地方的现金调度。汝南县一

九五三年支出安排1，4 9 3，7 6 8万元(旧人民币)，收入只安排一些地方小型收入项目、

(屠宰税、牲畜交易所、城市房地产税、契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工业、企业利润、卫生防

疫和其他收入等)作为固定收入共3 8 8，6 4 3万元，而上级补助就核定了1，236，909万

元，当年结余为1 3 1，7 8 4万元，农业税和较大的工商税汝南县均未参与分成。

一九五六年改为中央、省、县、乡四级管理，在这一时期，由于地方工业逐步发展，农

业收入不断递增，各项财政收入日趋稳定。在予算安排上，上级便采取减少对地方补助的办

法，汝南县一九五八年总支出安排3，4 9 2，5 8 3元，(新人民币)，收入；(一)固定分

成收入即国营商业1 0％分成6 5，1 3 8元；(二)调剂分成收入，一律为总收入(工商

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

船使用牌照税、农业税、工业企业、文卫事业、公债和其他收入等)的3 7．5 5％分成

2，9 0 8，l 8 4元，(三)上年结余1 6 8，7 0 0元，而上级补助仅为3 9 3，3 3 5

元。年终结余6 0，7 7 4元。到一九六四年汝南县农业税大量下调，工业力量薄弱，财政

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支出的增长，逐步的由原来收大于支变为支大手收的县。

县对乡级财政，按照省划定的项目和予测完成情况核定的乡级予算，止于一九五八年就

终止了仍为三级管理。

一九六九年增加了地区一级管理的财政、又为四级管理，当年提出收支挂钩，总额分成

的体制办法，具体规定：省对地区分成为5 8％，(上交省4 2％)，地区对县按总支出占总

收入不Nso％的是百分之几按百分之几定分成，超过50％的按5 0 qo不足支出的差额部分给

予上级补助，(超收分成为5 0 qo)汝南县是全年支出超过总收入5 0％的县，一九六九年由

于“四人帮”的猖獗活动，各项收入完成予算的9 7．2％，县分成2， 3 8 8，3 9 7

元，上级补助2，6 9 3，6 1 7元。上年结余1 7 2，0 5 2元，为平衡予算调入地方附

加l 1 0，7 3 2元，全年实支5，4 3 2，7 3 7元，造成赤字6 7，9 3 9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一九八O年起，财政体制进行了适应新时期要求的改革，实

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增长分成，节约归己，一定五年"的办法。汝南县按照这一精

神，实行层层包干，当年收入完成6，3 6 9，0 0 0元，占包干基数的8 3．3 qo，上级补助

收入5，1 3 6，0 0 0元，其他上级补助1，2 8 1，0 00元，上年结余5 6 5，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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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减去支出1 2，3 0 4，0 0 0元，年终绪余1，0 4 7，0 0 0元，并且一九八三年

按照上级精神，汝南县开始酝酿了乡一级财政的建立，乡设财政所，从事乡级财政管理工

作。

财 政 预 算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各分四大类，分别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年国民经

济调整、“文革”、党的三中全会后四个时期的财政收支情况。(见附图二)

公费医疗⋯九五七年前，由供给制标准到包干制标准，由实物标准到货币标准，由
集权管理到分级管理。随着干部职工年龄的增长和医疗条件的提高，其医疗费规定标准，也

由低不断到高。从一九五。年五月份的记载人月标准5，3 6 0元(旧人民币)，一九八二

年提高到人月标准3．3元(注地区规定)或4．2元(省规定)，而且从粗管理到越来

越细的管理，因此一九八二年由原来开支曾上升到人月平均5．6 4元，下降到3．8 4

元，／k--年下降到3．3 2元，由于成绩显著，两年被评为出席地区先进单位，并分别奖励

我县五万、六万元。

予算外资金管理一一汝南县予算外资金管理的萌期，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此以前

不准予算外有予算。而且予算外资金，一开始仅限于少量的地方附加，主要用于地方建设事

业，后来扩大到地方企业的一些利润留成，固定资产变价，以及其他清理收入，其次就是学

杂费、 勤工俭学和有关差额补助单位的一些业务收入等， 同时相应地扩大了支出的范

围。

一九六二年为了加强财政收支统管工作，财政部发出通知，地方财政的一切予算外资

金，一律纳入各级财政总予算，参予总予算的综合平衡，但主要用项，。仍可以按照地方机动财

力和予算外资金使用的范围，酌予使用，一九六三年对一些行政单位予算外的资金进一步进

行了清理，把不应纳入单位资金和应交财政资金集中到了县财政。

一九七二年县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又进～步把所有行政、事业单位掌握的予算外资金，

集中到财政土来，纳入总予算管理，由财政部门统一掌握，分别由财政部门监督使用，一九

八一年上级为了加强这方面的资金管理，省人民政府指示，要各级分别建立予算外资金专门

管理机构，后来地区又专门下达了予算外人员编制。我县遵照上级指示精神，于一九八二年

在财政局新设了予算外资金管理股，直至一九八三年，大大加强了予算外资金的管理，发挥

了予算外资金有限资金的作用。

契税一一由于土地改革以前，土地、房屋产权上遗留问题很多，有买卖、典当、增予、

交换等。土地改革以后，虽经一九五O年颁发土地证，这些问题仍是解决着发展着。为了适

应当时情况，从一九五一年起开始了契税工作，在城关成立了房地产交易信托处(委托城

关镇领导)，设有专职干部二人，对农村县成立了契税处，直接由财政科组织人员参加。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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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年冬由于总路线的贯彻，农村土地、房产的买卖问题才得以制止。契税工作也随着结束，

因城关不同于农村，信托处故未撤销，三年来契税收入共为1 3 6 l 4万元(旧人民币)。

公 债

我国第一次发行的公债，是在一九五。年叫做“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建国后，为了尽

快地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向人民的有偿筹款。其所谓 “折宴公

债"，就是以实物为计算标准，以“分?表达发行量。一分包括大米六市厅，硼粉一斤半，

细布四市尺，煤炭十六市斤，然后按全国六大城市(上海、天津、北京、武汉、西安、重

庆)批发价加全平均综合为一分的分值2，2 5 5元(旧人民币)，我县广大人民群众踊跃认购

了4 8 7 5 5 5分，折款1 0 9 9 4 4万元(旧人民币)至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本息全部偿

清。
一

第二次推销公债是一九五四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直到--jL五八年， 叫做

“经济建设公债”，是为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没而向人民的有偿筹款，由于国家财政经济的根

本好转和市场物价的稳定，五年间均以货币的“元”为计算单位进行发行，我县五年间向各

阶层共认购“经济建设公债”8 l 3，1 0 1元，其中除一九五六因遭受特大洪水灾害，仅

完成任务的5 7．4％外，其他四年均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任务，其中：除一九五四年分八年还

清，其余各年均以十年为限，于一九六八年本息全部还清。

第三次发行国库卷，是一九八一年为加快能源、交通和国家重点建设资金的不足，向全

国人民的筹款，至一九八三年三年间汝南县共完成“国库卷"认购任务1，8 2 3，每7 2

元，年年均超额完成了任务。

乡(镇)级财政

汝南县乡(镇)级财政，在簿放初期就有一定资垒的活动范围，但不是区级乡。一九五

六年：=j一正式建立乡～级财政，羔j时县为2 5个中心乡(区级乡)只建两年许，⋯九五八年随

着公社化的产生，区级乡的中心乡改为11个人民公社，从此便停止了乡一级财政。由于在乡

级管理时期，制订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管理制度、管理方案，给以后爵次推行乡级

财政管理提供了参考史料。一九八二年随着行政体制的改革，政社分开，行政上改建为乡，

才又开始酝酿恢复建立乡级财政工作。一九八三年正式开始兴建工作，乡级财政建立后，曲

于充实了力量，加强了管理，势必要给乡(镇)级地方各项建设事业带来更大的活力。
、

岁

农 业 税

一九五O年前，我们的农业税是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的政策，除采取累进税外，还对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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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规定了特殊的条件，如对租、，佃关系采取了“加二”、“减二"的政策J一九五。年

超，经过土改后，租佃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是农民对农民内部的新型租佃关系， 改“加

二”， “减二"政策为双方协议分成办法进行分成负担。由于土改后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农

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与提高，累进税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我县布署从一九五。年

试点，五一年全面开艮了查田定产工作，在查田定产的基础上，推行了有免征点的比例税

制，即按人均不同的产量，制定不同的税率计算征收(详见本章五一年负担税率表)．为填补

税制的不足逐年不断新增一些减免照顾政策，如因灾减免、烈军工属照顾，直至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一切对个体农民的征收办法和征收政策

已基本上不适应了，因此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

通过，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共六章三十一条，从而结束了全国农业税负担不统

一的政策制度。

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国民经济，我国采取的是轻税

政策。一九五八年前，汝南县农业税负担比例仅占农业正常年景产量的百分之十四点八，一九

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由于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农民生活下降，农业生产丧失元气，政府为使

农民尽快得以休养生息，农业税的任务由原来的3 9 2 2万斤下调为l 4 8 3万斤，调减了

百分之六十二点二，随着产量的变更和调整，负担率由原来的百分之十四点八，下降到百分

之七点六。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l中全会后，为提高农民生活，照顾少数贫困生产队，又

采取了平原地区人均吃粮3 0 0斤以下，收入4 5元以下，起征点减免的政策，直至一九八

三年。(见附图三)

财 务 管 理

，企 业 财 务

一九五O年，国家向汝南投资总额5 2 6，4 4 0，0 0 0元(旧人民币)，地址城关皂

爷庙建立第一个工厂一一汝南酒厂，一九五一年又在醒悟街兴建了电厂，投资款421，265，78 4

元，西郊兴建了机械厂， 投资款8 7 0，0 0 0，0 0 0元， 南门里兴建了铁工厂，投资

8 8，0 4 3，5 7 9元，至一九五七年，全县发展到八个工业企业，省里并把我县酒厂、

’亳厂、铁工厂、印刷厂，列为重点管理的四个大型企业。

一九五八年交通、商业收入开始纳入县级予算分成：一九六。年全县巳发展到十三个国

‘营厂，一九六一年由于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农业欠收，财政困难，国民经济曾一度出

现比例失调。针对这一问题，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整顿方针，汝南县于一

九七二年，又把十三个国营厂，压缩到酒厂、电厂、机械厂、印刷厂四个国营厂，其他各厂分别退

转为集体或归口管理，商业企业除保留饮食服务，参与地方收入分成外，均收归省核算盈亏，

在此基础上，随着生产的发展和财政经济的好转，至卜九七八年汝南县又发展N--十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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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雀业，在其间商业、供销度其他企业，几经变化商业发展到八大公司，一个加工厂，供销三大

公司，还有其他企业，如木材公司、农机公司等六个单位，其财务工作均纳入了地方财政管理。

一九八三年，全县又更新到十一个国营厂，商业企业保留有七大公司、一个加工厂，供销

仍为三大公司，其它企业共为七个单位。

行政事业财务’

行政事业财务，主要指党群、政府、公检法、税务、粮食和文教、卫生、民政等单位的

财务，五十年代还包括农林水等所有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是县一级予算管理机构的重要工作之一，一九五三年前，是按照有关

开支标准，凭据向财政科报帐，县财政科初审后，汇总报专财政科审批，严格执行无予算不

拨款、无计算不报销的财政制度。

一九五三年县建立一级财政，河南省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先后制发了《河南省县、市行政

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及《河南省一九五三年事业财务管理试行办法》。一九五三年供给行政

单位1 7个，5 7 7人，占编制人数5 7 9人的9 9。7％，个人部分人月平均2 8万元(旧

人民币)，包括乡镇人员经费计开支行政经费4 5 4， 9 0 8万元。 占予算的9 0．4％

社会文卫，供给一个文化馆，7个文化站共计1 6人，仅有图书6 0 0册，幻灯片l 2套。

幼儿园一所三班7 0人，教师8人。小学l 9 3所，1 0 5 0班，学生4 2 7 I 3人，教师

1 2 5 0人。初中二所，2 2班，学生I 1 0 3人，教师4 8。人。初师一所，1 4班，学生

6 1 4人，教师5 1人，(专属高中一所)。小学教师人月平均工资2 2万元，中学初师3 4

万元。县医院一个，设病床6 0张，医务人员2 3人，行什人员七人，县以下乡村卫生所两个病

床5张，医务人员8人，并建有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等共开支经费

9 6 0，0 6 7万元，其中自然灾害救济3 5，8 8 4万元，占予算的9 3．5％，沿至一九

八三年，行政供给三十多个单位，1 6 1 5人，人月平均i资5 6．4元，比一九五三年增

长1 0 1．4％，计开支行政经费3，l 0 0，0 0 0元，占予算的9 9．3呖，比一九五

三年增长5 8 1．5％，社会文卫发展文化馆一个，图书馆一个，文化站2 1个共计5 7人，

县乡有电影(院)、剧团(院、)广播事业局(站)。小学巳发展2 9 2所，(包括幼儿园)2 8 3 4

班，学生1 4 1 7 2 4人，教师1 4 2 6人，民办教师1 4 4 6人。高初中3 6所，4 0 l

班，学生共2 6 3 7 2人，教师l 4 4 6人，民办教师4 2 5人(初师划属地区)，还有

地区在汝南举办的园艺学校。小学教师人均月工资47．7元，比一九五三年增长11 6．8％，

高初中教师5 6．7元，比一九五三年增长6 6．8％，县医院发展为3个，病床2 3 0

张，县以下医院2 1个， 病床8 4 7张，(其中集体所有制4 9 9张)、防疫站、妇幼保健站

以及抚恤和社会救济开支为8，9 1 3，0 0 0元(其中： 自然灾害救济i，5 5 9，OO∞

元)，按可比口径比一九五三年增长9 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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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财务

一九五三年之前，由于财政力量薄弱，在自然灾害之年，政府只进行些粮、款救济。一

九五三年由于国家财政的根本好转， 开始以农业支出项目投放了1 2 9 8 5 0万元(旧人

民币)，推广良种4 3 4 3 1 7斤，治蝗3 3 4 3 5亩，支援农村新式农具“七时步犁”52 9 l

部，予北关外天中山还试办了国营农场(后改为园艺场)。一九五五年为鼓励农民组织融

来。向自然灾害作斗争，在农业支出项目中又增支了“互助合作经费”2 l，8 4 8元。一

九五六年遭受了比较大的水灾， 开支救济款多达787，8000元，当年还兴办了水利事业，开

支款63，890元，主要搞了堤防岁修，做土方454，646立方米，一九五七年又连续投资水利款

l 1 4，1 4 1元。经过两年的努力，水土保持控制面积已达8 7 5 7 8平方公里，在此基础

上，为掌握气象变化，左右农业水利方面的局势，又兴办了气象站，投资2 4 8 2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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