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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

县检察院、县国税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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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
煤炭行业税收秩序整治工

2006年4月1 0日．税企互动

学税法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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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

序

《沭川县国税志》已经定稿，马上就要付梓出版了，在此，我代

表沐川县国税局对Ⅸ沭川县国税志》全体鳊纂人员表示真诚的感谢，

也对Ⅸ沭川县国税志》的面世表示由衷的祝贺!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由此可见

方志的重要作用．我们决定鳊修鬟沐川县国税志》，就是旨在通过记

录沭川县国税史，展现沐川县税务人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总结

税务事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激励，教育，服务当代国税人和

后继者．

Ⅸ沭川县国税志》内容丰富，翔实，图片、概述、大事记从三个

方面反映沭川国税概况、机构，党群，机关管理、税政、征管、稽

查，人物七章分章细迷沭川国税历程，最后是重要文存，收录沭川

国税重要文献备查．全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体现以人为本精神，

体例合理，详略得当。反映了时代特点，体现了地方特色．

鬈沭川县国税志》凝聚了蝙撰人员的心血．鳊撰人员广泛收集资

料争图片。认真撰写初稿，并反复修改；主编精心审定，精益求精，

志书几易其稿方成定稿；国税局有关同志积极配合，为鳊撰人员提

供资料。接受咨询，审定文稿，也功不可没．

沐川县国税局局长 陈树明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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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一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真实、科学地记载沐川县国税工作的发展

与变化。

二、本志上限自有资料记载之时，下限止于2006年底。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表、录诸体。横分门类，纵述始末，首设

概述，钩玄撷要，时序为经，再分章节，记事系人。以人物篇殿后，简介人物。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文书档案，也有其他部门文字记录，专访记录，所

有资料均经核实，务求真实而后使用。

五、本志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体，文字、标点、纪时、计量均使用国

家规范标准。

六、本志遵守保密法规，涉及机密资料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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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41年前沐川县境属屏山县管辖。民国十九年(1920年)，屏山县政府内设征收局，

沐川地区设第二分柜征收司．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15日划出屏山县的第三、四两

区为沐川设治局第一、二两区。在设治局内设经收组，9月改为经收处．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沐川设治局升格为沐川县，经收处代理县库业务。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26

日，经收处裁撤，税收业务交由县政府财政科接办，复于同年9月1日又成立沐川县税捐

征收处，接办税收业务。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4月1日起，县税捐征收处实行精简，

税捐处长改由县长兼任。

1949年12月21日，沐川县和平解放，1950年4月20日成立沐川县人民政府税务局．

19队年前财政、国税多次合并、分开．1984年机构改革，财税分家，恢复沐川县税务局．

1994年，沐川县税务局分为沐川县国税局、沐川县地税局；县国税局基层税务机构有沐

溪税务所、城郊税务所、大楠税务所、黄丹税务所、利店税务所．2006年设沐溪国税分

局和黄丹国税分局。

民国时间税务分两类，一是国税。二是自治税捐(即地方税捐)．国税由中央统管，

自治税捐由四川省政府核定．列入县概算，在县概算入不敷出时，得随正税摊筹附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立新税制．1957年7月，简并税目，将货物税原定的1136个

税目，免征387个．合并391个，简并为358个l印花税原定30个税目，简并为25个．

1952年，沐川县开征的税种．除1950年开征的五种外，增加了工商所得税，利息所得税

两种。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关于税制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

知>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对原税制进行了若干修正。1958年9月起全国进行税制

改革．1973年1月在全国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1983年起沐川县

对国税企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19明年，沐川县国营企业36户中有25户实行利改税。

沐川县的税收征管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的初期起，经历了一个建立健全，加强到

减弱、减弱到加强的反复曲折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比过去任何时

候更加重视税收工作，税工队伍扩大，内部机构健全，责任制度完善．

1994～1998年，县国税局开展新税制工作，妥善解决新税制度实施中的具体问题．

通过各种形式确保税收任务的完成．1999～2006年，坚持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不动摇，狠

抓组织税收收入．认真分析经济税源形势，做到心中有数，增强组织收入工作的预见性、

及时分解落实税收计划，严格收入工作考核．将收入任务完成作为全年公务员考核和评选

先进的一票否决指标，正式启动实施税收管理员制度，调动全局职工组织收入工作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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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沭州县国税志 圈

性．狠抓重点税源企业管理。对重点税源企业坚持。以票管税”、滞纳金和加扣罚制度，

建立重点税源联系制度和监控网络，增强组织收入工作的严密性，确保重点税源企业实现

税款及时足额入库，积极清压欠税，严格缓税和缓缴税款审批程序，凡发现欠税又无特殊

原因的追究当事人和领导者的经济和纪律责任。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以国税分局为

单位，建立以计算机集中征税为主的税款征收体系；管理稽查为重点的管理稽查体系，征

管基础资料集中归集科学管理的资料管理体系，强化工作考核为保证的工作考核体系．成

功推行税收优惠监控管理体系2．O，顺利通过Is0质量认证监督审核。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围绕“举旗帜、抓班子、带队伍、促发展”思路，在

班子中开展以搿学习创新、民主团结、勤政为民、清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四好”领导

班子活动，增强班子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认真践行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班

子的整体素质，加强领导班子执政能力建设，努力成为学习型组织、创新型团队、实干型

集体、廉洁型班子，采取措施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认真贯彻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制度，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执行管理权和税收执法权的监督，坚持。三个确保”、。三个安

全”目标不动摇，加强源头控管，标本兼治，筑牢反腐败的政治防线、思路道德防线和政

治防线。组织党员认真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全体党员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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