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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状

仁怀县财政局李化模局长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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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怀县第七中学垒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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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怀县县娥中枢变电所

中枢电视卫星接收站

五马公路桥



中枢乡小 学

仁怀县乡镇企业一茅坝水泥厂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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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统治阶级为其生存、发展，利用国家权力对一部份产品进行强制、无

偿的分配。这种分配关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有着不同的本质。剥削阶级社会

的国家财政，是对人民的超经济剥削，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是取之于民而又用

之于民的。《仁怀县财政志》反映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财政具有鲜明的阶级

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财政按照“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发展生产一，合理积累和分配资金，并根据中央的统一财政

制度，实行严格的科学管理，切实做到了为生产服务，为基层服务，为人民服务。

财政支持生产，生产促进财政。人民财政的这种良性循环，推动着历史的进

步，科学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仁怀县财政志》显示出来的这条

真理，既是几十年总结出来的经验，又可启迪后来的财政工作人员继往开来。

仁怀县新的财政建立以后，广大财政工作者在中共仁怀县委、仁怀县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在上级财政部门的帮助和县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艰苦创业，日夜操

劳，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为仁怀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广大财政工作者又认真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大力支持工农业

生产的发展，开创了仁怀财政的新局面。
‘

仁怀财政为仁怀县的各项建设事业尽到了应有的责任，编写这部资料的同

志忠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既肯定了过去财政职工的业绩，又为后来的财政工作

者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参考史料。在此，向全县的财政工作人员和编写财政史志的

同志致谢，并希望你们再接再励，为“兴仁富民"，进一步做好财政工作而奋斗l

刘潮涌



凡 例

凡 例

一、《仁怀县财政志》上溯到明代，下限至一九八八年。

二、记事年代。民国及其以前朝代，沿用原年号。，并用括弧注明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用公元纪年。

三、度、量、衡单位，均采用各朝代的原制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货币单位，统一按二九五五年发行的人民币记，一九五五年

以前货币计量，按一万元旧人民币折合一元新人民币记。

四、本资料专用术语、名词、名称均从原有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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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清时期

△雍正二年(一九二四年)将原征丁粮，均入地粮，别名地丁。

△道光十九年(一九三八年)改征粮银并征条银共2137两零，又银改征米

627．04石，同时加耗共征耗米94．056石。

△光绪三+：年(一九O六年)创设：1．屠捐：年额收银元8611．11元；

2．斗息捐：收银元277．78元；3．酒捐：收银元208．33元。

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贵州省创办契税，民国四年起，对三年以前成立

之契，进行税验；仁怀县六、七两月征获契税款7454．75元。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将民国初所设替代民国前仁怀县有关财政事项

由户房掌管之会计处，改设地方经费局，并制订了《会计简则》。

同年，贵州省核定仁怀县年牲畜税额银元1634．82元，翌年奉令停征。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二月 贵州省令仁怀县属公经费，按现支款一律

减四成发给。

△民国+五年(一九二六年)六月份起仁怀属公经费，由原额每月开支

610元，减以六成开支，每月领获366元。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O年)改地方经费局为财务局，又称财政局；同年六

月十八日，组织成立地方财务委员会。同年，奉令成立验契处，对民国十九年以前

成立之契进行税验。

△民国二+一年(一九_---年)四月 各机关公务人员，奉令停发薪俸，按标

准发给维持生活费。

△民国二+三年(一九三四年)仁怀县财政局筹划抽收门牌捐，作改良法

警经常费，全年共可征洋12600元。

△民国二+四年(·九三五年)九月一日 仁怀县政府按省规定裁局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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