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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税务志》经寒历暑，数易其稿，时近三年，

即将付梓了!这是我市税史上的一件创新，也是完成

了税务工作的一件大事。

36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1 958年

乌海地区“万人上山"开发煤田，在绵延的峻岭中，在

茫茫的荒漠上开发建设，现乌海市已是内蒙古自治区

西部的新兴工业城市，黄河金腰带上的一颗明珠。万

古的空旷，已被林立的厂房、别致的楼群、万亩的葡萄

园所取代。乌海市的开发建设，兴旺发达，是祖国少数

民族地区开发建设、兴旺发达的一个缩影。《乌海市税

务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变化和繁荣。

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乌海市社

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税收事业功不可没。社会主义税

收具有组织财政收入、调节经济和经济监督三种职

能。税收已成为现代国家组织生产、调节利益关系、管

理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

盛世修志。《乌海市税务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本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方针，编纂人员先后上呼

市、赴巴盟、驱车伊盟搜集到了大量档案资料。访先



贤、查史料，筛选、鉴别、忠于史实，秉笔直书。《乌海市

税务志》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乌海税务从1 9 5 8年至

1 9 93年的发展史。把历史的和现在的宝贵资料保存

了下来，是一部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好书籍。它

对今后的经济工作是一种启迪和借鉴，对全体税务工

作人员是一种鼓舞和鞭策，踏着前人的足迹，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把税务工作做得更好。如能

吱口业乙，就达到了编纂人员的，心愿。

在编纂过程中，市志办及有关领导和同志给予了

热情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在这里一并表示谢意。当然，

它也会有不足之处，希诸位贤达和从事税务工作的同

志不吝指正。是为序。

乒电毫
1 993年12月。3 1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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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税务志》编写说明

一、《乌海市税务志》的编写工作，在乌海市。地志办”和乌海市税务局的高

度重视下，于1991年10月初即着手进行。鉴于乌海市是座新兴的工业城市，

1958年前未曾独立建制，因此《乌海市税务志》上限为1958年，下限至1993

年。记述区划范围亦与现行区划范围大致相同(吉兰泰、呼鲁斯太先后划归阿

拉善左旗)。

二、编写中，全体编写人员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结合地方实际，突出乌海特色，纪实求真，对史料进行鉴别、筛选、编

辑，使《乌海市税务志》得以较翔实的资料，记述了从1958年至1993年36年

间的乌海税务事业的发展变化史。

三、《乌海市税务志》的撰写，采用横排竖写、纵述历史沿革的方法，前边是

序、编写说明、概述等，后边是综合统计表、大事记、修志始末。共设3编12章

50节，大事记编写121条，全书约52万字。

四、《乌海市税务志》记述的范围从志书的整体设想出发，把党的建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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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写入税务志中，目的在于反映36年来乌海税务战

线职工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操，激发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更加热爱本职工作，

奋发向上的激情，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时，我们还以较大的篇幅编辑了。工商统一税"、。工

商税’’、。工商税收’’等各个不同时期所开征的具体税种，以体现“税务志”的完

整性、历史性。

五、《乌海市税务志》的编写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纪年、文件编号、税收统

计数字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六、《乌海市税务志》所附税收统计数据，1976年前以原乌达市(镇)、海勃

湾市(卓子山矿区)财税局报解的统计报表为依据；1976年后以乌海市税务局

统计报表为依据。各税俱为征收数。

《乌海市税务志》编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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