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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安顺市地方税务局成立10周年之际，《安顺地方税务志》

出版问世了，这是参加编纂志书的同志们经过一年多辛勤劳动的科

研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部志书记述了地方税务机构组建以

来到现在的历史进程，是研究地方税务工作发展的一部信史，对我

们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有着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10年来，在省局和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安顺地方税

务系统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及全体干部职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不断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依法治

税，全面发挥为国聚财和税收调节经济的职能，为全市的改革、发展

和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市地方税收收入由1994年的6322

万元，分别到1996年、2000年和2003年突破1亿元、2亿元和3亿

元大关，2003年入库税收30808万元，比1994年翻了两番多，是

1994年的4．87倍，年均增长19．24％，比全市GDP的年均增长

9．87％，多9．37个百分点o 10年累计完成各项收入176769万元。

每年都完成和超额完成省局和市政府下达的税收计划，年均增收

2721万元。地方税收占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九五”期间达

到59．93％，超过全省比重50．53％的9．4个百分点o 2001--2003

年，地方税收占全市财政收入的比重仍高达58．81％、54．86％和

59．19％o

全市地方税收收入的稳定快速增长，既是各级党委、政府在分

税制条件下，高度重视和支持地方税务工作的结果；是全市经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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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快速发展，税源不断扩大的结果；也是全市地方税务干部历尽千

辛万苦，依法治税，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清缴欠税，惩治腐败，励精

图治，克服重重困难，奋力拼搏的结果。过去的10年，是地方税收

收入不断取得突破，连年完成收入任务，为国聚财的10年；是征管

改革不断深化，依法治税不断推进，地税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素质

不断提高，凝聚力不断增强的10年；是全市地税促进全市改革、发

展、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的10年。

一 《安顺地方税务志》用述而略论的方法，全面、真实、客观地记载

了10年组织收入、税制改革、加强征管、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信息

化建设、队伍建设、反腐倡廉的进程和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记载了

市地税领导班子及地税干部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求真务

实，与时俱进，用一流班子，带一流队伍的精神风貌o 10年的时间

虽然不算长，但却创下了极其丰厚、极有滋味、极为光彩的方志资

源o《安顺地方税务志》是一本实录，“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资

料翔实，可信可靠。志书的编纂既考虑到存史，更重要的是考虑到

地方税务干部职工的读志、用志，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依据，让志书

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我们将志书呈献给有关领导同志，发至地

税基层的同志，赠予兄弟单位和关心地税的社会各界人士。希望关

心安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们能从此书中受益。

一2一

安顺市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吴泽龙

2004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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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安顺地方税务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实事求是地记述安

顺市地方税务机构1994年成立以来至2003年的地方税收及工作

发展状况，为现在地方税务工作的利用和今后地方税务工作的借鉴

提供系统的资料o ＼

二、1996年安顺地区行政区划变动，拣原属安顺地区管辖的修

文县、开阳县、息烽县和清镇市划出；2000年12月18日，撤销安顺

地区，建立安顺市，原安顺市改为西秀区。为按现行行政区划记载

史实，本志将原安顺地区的称谓统一为安顺市，原安顺市统一为西

秀区。为了与统计、计划部门的口径吻合，凡划出的县(市)，1996

年前的工作和数据均不列志。

三、本志采集的经济财政税收数据和资料来源，一是安顺市统

计局各年的《领导干部手册》和市政府的工作报告；二是本局各年的

《税收会计统计年报表》和年终工作总结及相关档案资料；三是市财

政局、国税局提供的部分数据；四是省地方税务局和省统计局提供

的资料和数据。因范围宽、头绪多，故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引文除外)，对纪年、金额、数量和百

分比等，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规范书写。

五、本志按照专志要“专"、横排纵写、详近略远、述而略论等原

则进行编纂，着重以翔实资料记述本市地方税务系统依法征管和工

作的艰辛、曲折、发展的历程，对全国统一制定的税收法规政策、制

度．仅简其精神要点o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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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位于贵州省中西部、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地带，最高海拔点1850米，

最低海拔点356米，深山区和石山区分布面广。1994年辖清镇市、修文县、开阳县、息烽

县、安顺市、平坝县、普定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

依族自治县。1996年清镇、修文、开阳、息烽划归贵阳市管辖。1999年8月设立黄果树风

景名胜区，2000年11月安顺地区撤地设市，2003年6月设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安顺

市辖3个区、5个县，总面积9268平方公里，2003年年末总人口260万人。全市能源、矿

产、生物资源丰富，交通便捷，有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黄果树瀑布和龙宫为代表的旅游资

源，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但是，由于安顺处于我国西部内陆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

对滞后，5个县中有4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有3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贫困面大，贫困人

口多，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基础设施差，市场经济发育缓慢，形成景色秀美与经济贫

困同现，希望与困难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区域经济环境。 ，．

1994年1月1日起，为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国

家对工商税制进行全面改革，实行新税制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建立中央和地方税收体

系，并在原税务机构的基础上，分设组建国、地两套税务机构。安顺地、市(县)地方税务机

构于1994年9月先后组建成立。安顺地区地方税务局于1994年9月24日正式挂牌成

立，2000年11月，安顺撤地设市，改名为安顺市地方税务局。至今已走过10年历程。

10年来，安顺市地税系统全体干部职工战胜了重重困难，克服了一个个不利因素，在

艰难的税收环境中，取得连续10年超额完成税收任务的好成绩。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政治

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的地税队伍。在税制改革的征程上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一、10年的艰苦创业

安顺地方税务事业10年的发展历程，是艰难起步、艰苦创业、负重奋进的10年，是在

艰难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不断克服困难、积极开拓创新、不断推进地税事业发展的10年。

(一)仓促组建，地方税务机构在阵痛中诞生 一

1994年的那个夏天是令人烦躁的。两套税务机构的分设组建，牵动着每一个税务干

部职工的心。是分到国税系统还是分到地税系统。大多数人都在猜测，都在面临何去何从

的选择。以常识论，肯定分到国税系统好，国税是税收队伍中的“中央军”，地税谁也没有

见过。不知以后是什么样。有人提前做起争取分到国税系统的工作。人们有这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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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但是对于分配到地税系统的大多数人，他们别无选择，组织宣布到哪里就到哪里。

安顺地税系统唯有两个人例外，这是一个贫困县的两个退休税干，按分设的规定可以自愿

选择到国税或者地税，两个老税务干部一直在农村税务所工作，不知所措，被该县分设领

导小组的人告知，分到国税要到北京领工资，分到地税就可以在当地领工资。两位老同志

耽心到北京领工资，来回费用大，因而选择分到地税。分设后该县财政困难，他们3个多

月没有领到工资，含着眼泪向地区局领导讲起这件令人伤感的分设故事。

， 在分设工作上，由于明确分设领导小组的组长，就是分设后的国税局局长，分设时，虽

说人、财、物按2／3分到国税，1／3分到地税。但是，分设的结果是，重要科(股)室负责人、

业务骨干分到国税；办公楼、办公设备，交通工具没有按规定分配，基本全部留在国税。一

句话，地税为地方政府收税，地税的问题以后由地方政府解决。机构分设的实质成了地税

机构分出去。结果绝大多数县级地税局搬到城关所，或借房、租房办公，上无片瓦，下无立

锥之地。6个县局中有5个无办公楼，87个农村所中有72个无办公房，无办公经费。办

公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地税机构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百事待举，百业待兴。好在分到

地税系统的干部职工老实厚道，尽管他们有这样哪样的想法，但没有人不服从分配，没有

人拒绝到条件艰苦的地税机构上班。

更为艰难、压力最大的是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时任安顺地区财政局第一副局长吴泽龙，

被组织上任命为安顺地区地方税务局常务副局长(正县级)，主持工作。班子不健全，带领

安顺地税机构艰难起步的重任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一干就是三个年头。他永远也忘不

了1994年9月24日宣布地税机构组建后，一些人不愿参加合影纪念，还有会议结束时，

很多女职工的一片哭声。

中国税收史上从来没有地税机构，无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新税制下的地税工作又是一

个全新的领域，工作环境陌生，同志们也很陌生。如何开创地税工作新局面成为地税起步

的头等大事。
r

，

(二)迎难而上，地税人发奋图强

地税系统面临的困难，远比想象的严重得多。无办公房，无正常的办公经费，无交通、

通讯工具，无办公桌椅，无基础征管资料。有的有桌椅，又无办公室，有的税务所仅有一块

牌子，有的所唯一有一个印鉴，所有的办公设备装不满一个黄挎包。更严重的是干部职工

思想不稳定，有的人认为受排斥、嫌弃而背上思想包袱。不少的人对地税面临的困难悲

观、失望，有的是为地税的前景耽忧，更为突出的是还面临着任务的艰难。

1994年9月地税机构成立时，一年时间过去了3／4，而地方税收任务仅完成1／4，要

在后3个月完成全年3／4的任务，是对新成立的地税系统一个最严峻的考验。

地税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万事开头难。凭着多年抓财政工作的经验，常务副局长吴

泽龙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指标历来是经济部门的硬任务，是考核经济部门年度工作好坏的

重要依据。地方税收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是保证财政支付、保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

础。新生的地税机构能否经得起考验，能否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认同和支持，能否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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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就看能否完成当年的税收任务。为此，他提出了“坚持一个中心，加强四项建设”的

工作思路。即坚持以组织收人为中心，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要

求全市地税系统，全力以赴抓组织收入，围绕组织收入开展各项工作，抓好各项工作，推动

税收任务的完成。

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吴泽龙跑遍了10个县(市)局，走访了局机关大多数干部职

工家。他讲得最多的就是放下包袱，克服困难，集中精力抓收入。地税干部行不行，地税

队伍有没有战斗力，关键就是打好完成收入任务第一仗。地税干部像在沉寂和焦急等待

中的战士听到了冲锋的号角，义无反顾地奔向征收的战场。他们隐忍着心中的不愉快，憋

足一股劲，一定要干出个样子。由于工资关系由地方财政支付，有的县局的职工不能按月

领到工资，他们依然坚持工作；有的没有出差费，税务干部自己垫钱，也不影啊工作，没有

因为工作处境的艰难而影响理顺征管范围，影响清理欠税，影响赶乡场。到12月31日收

盘时候，安顺行署分管财贸的副专员放心不下，坐阵地区局听取各县(市)完成任务情况报

告，各县(市)纷纷报捷，午夜12点前，平坝县地税局最后一笔税款入库，在新年钟声响起

之前，也完成了年度任务。全区10个县(市)共组织税收入库11933．3万元。全区全面完

成税收任务。当晚，各县(市)局在接到电话祝贺、问候的时候，不少的人流下了泪水。

(三)艰苦创业，人的因素第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是最积极的因素。地税机构成立之

初，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只有一支地税队伍。地区局领导明确提出：“艰苦创业，

人的因素第一”。并形象地比喻“一个人生下来，就会长大，只要有生存能力和适应环境能

力的人，不论碰到多么严重的困难和挫折，都会顽强地成长，地税机构也是如此”。

为抓好“人”的工作，发挥“人”的作用，地税机构从一开始就确定抓好四项建设的工作

目标，即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10年来，一直以这“四项建设”为

主要内容。做好队伍建设这篇文章。

地税机构成立后，从地区局到各县(市)局很快就建立了机关党支部、工会、妇委会、团

支部。各个组织充分发挥联系群众面广的作用，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了“树立地

税新形象，开创地税新局面”和“爱祖国、爱岗位、爱税收，树立地税新形象”的“三爱一树

立”活动。对内开展“地税对你很温暖”活动，增强地税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对外

开展“地税对你很亲切”活动，增强社会各界和纳税人对地税工作的认识、理解和支持。强

调人性化管理，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引导干部，强调地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

重要性，“硬件”不足“软件”补。尽可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干部职工工作的主观能

动性，培养积极向上的精神情操。

地税机构成立时，全系统353人中，有党员117人，占34．14％，45岁以下的287人，

占81．30％，大专以上文化57人，中专文化103人，大、中专文化的占45．33％。到2003

年底止，党员增至247人，占总人数的48．71％，45岁以下的421人，占83．04％。大专以

上文化的达到362人，占71。40％。有这样一支政治觉悟较高、文化素质较好、人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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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地税干部职工队伍，保证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地税系统的全面贯彻执行，保

证了税收工作任务的全面实现，保证了地税事业在艰难困苦条件下的健康发展。

依靠重视“人”的因素，培养起地税干部职工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出现了很多可歌可

泣的事迹。“不比条件比奉献”，一盒大头针、一本信笺纸分着用。没有办公室，把自家的

桌椅搬到集市上也坚持收税，我们的很多无房所都是这类“阳光下的办税厅”。没有桌椅

就在膝盖头上开票。艰苦的环境磨炼人，一些原来默默无闻的税干，在地税队伍中象换了

一个人似的，脱颖而出，不断成长。5名干部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34名干部走上科(局)

级领导岗位。改变地税的落后面貌、改变地税人的生存环境的强烈愿望激励着地税系统

的每一个税务干部职工。“以人为本”一直是地税队伍建设长期坚持的原则。

在全系统的共同努力下，创造了年年超额完成任务的佳绩，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除平坝、黄果树、开发区外，市局和其他县(区)局都新建了办公楼。有24个税务所(分局)

新建了办公用房。

(四)艰苦奋斗，地税事业的原动力 ，。

’艰苦创业、艰苦奋斗一直伴随着地税事业的发展。地税机构的发展过程，被一个老税

干概括为“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成长期屡遭挫折”。在政府工作机构中，没有任何机

构像地税机构这样不顺。分设之初，地方政府在毫无认识和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机

构。但是，很多县、区的党政领导，片面认为一套拉开的工作机构应该是一应俱全，在工作

上未给予过多的关注。等到过了两三年，地税于部以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克服重

重困难，加强征管，年年超额完成各项税收工作任务，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刚赢

得了各级政府的信任，认识到应该关心和义不容辞地支持地税，认识到地方税务局是地方

政府组织收入的一个工作机构时，又面临地税机构酝酿垂直管理。地税成立之初的两三

年经费关系没有理顺，无正常的工作经费，甚至连工资都无法保障。每个地税干部每年平

均为国收税60多万元，无数票款从手中过，但他们的经费困难超过人们的想象。“收钱的

人无钱用”。一个刚诞生的又是承担组织地方财政收入的新机构，没有正常的预算经费作

保障，要保稳定谋发展，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的状况是，一边带队伍、抓收入，一边

抓汇报、抓协调，跑政府、跑财政要钱，保机关正常运转和税收工作的正常开展。这种状况

一直维持到垂直管理。
一

’

地税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后，原以为经费不足的问题可以得到彻底解决，这种想法又

一次落空，省政府和省财政厅下文明确规定，地税工作经费以1997年实际支出数全部上

划省财政，各地上划多少，省财政下拨多少，不增加，不减少，在原本对地税工作经费安排

不足的情况下，又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没有按省政府和省财政厅经费上划的要求上划地税

经费。全市各级财政上划地税经费都远远低于上年实际支出水平，据统计，全市上划经费

仅达到上年实际支出的30％。其中，平坝县还是“零”上划。地税机构工作经费在垂直管

理以后更加拮据，加上取消集贸市场税收提成，工作经费更是雪上加霜。地税系统除保证

工资支付外，工作经费都是每年向政府专题报告。收税人“要钱过日子”是地税系统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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