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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水稻、小麦、玉米、杂粮等年产11万吨；西红柿、黄瓜、芹

菜、柿椒等错季蔬菜年产10万吨；苹果、鸭梨、海棠、红枣、葡萄等果品

年产14万吨；畜牧水产业已建成肉奶牛、育肥猪、肉羊、肉蛋鸡、池沼公

鱼6个生产基地，年产肉类和水产品分别达到9500吨和2400吨。已建成河

北省的首批粮油基地，全国水果产量百强县之一，京津“菜篮子”绿色农副

产品供应地。

怀来山川秀美。碧波万顷的官厅湖，沿湖有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多处古

迹，气势雄伟的长城，烽火台，春秋战国时的古遗址、古墓群、古石穴，震

惊明史的“土木之战”古疆场，缅怀阵亡将士的“显忠词”，世界文化遗产

鸡鸣驿古驿站，解放战争中“新保安之战”的方城古镇，全国著名战斗英雄

董存瑞的故乡及纪念馆等。随着改革开放，旅游业兴起，环官厅湖建设了多

处令游人神往的观光景点，有塞外明珠——官厅湖，卧牛山旅游区，月亮岛

旅游区，古城沙漠公园，北方第一漂，五道壶石窟，佛教圣地鸡鸣山，道教

圣地老君山等。怀来山青水绿天蓝，气温适中，为北京郊游的理想胜地，消

夏避暑，环境幽雅。官厅湖内可划船钓鱼，温泉汤内可祛痛治病，果园树下

可静心创作，大文豪郭沫若到此触景生情，挥笔写下了“官厅水库鱼三尺，

夹库湖山两岸青”的赞美诗句。

丰富的资源，雄厚的实力，为怀来财政经济的腾飞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怀来县的财政事业源远流长。从最早的夏、商、周奴隶社会的贡、助、

彻的税赋制度开始，到春秋中期第一次改革赋税制度，实行“初税亩”。战

国时代进入了封建社会后，秦朝的“商鞅变法”，西汉的“编户制度”，唐朝

的“租庸调制”和“两税法”，以及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实行的地丁

银制度，都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制定符合当时经济规律的财政政策。

清初，农业税称田赋，各项杂征并入田赋，分地粮银、丁匠银、丁闰

银。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全县有田地6164顷24亩，年征粮7263．2

石，折银2669．7两，每两银征丁匠银0．157两，共征丁匠银420两。光绪

七年(1881年)全县有田地6320顷11亩，同时，有旗人租地79顷84亩，

銮仪卫士地9顷30亩。田产税银，规定数额每顷32两6钱，共征粮6644

石，折银3165两，每两银征丁银2分7厘，闰年加征丁闰银。光绪三十年

(1904年)始征田赋附加。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多次发动侵略战

争，清王朝政治腐败，屈辱求和，签定卖国条约，付出大量赔款，加重了人

民的赋税。当时，怀来县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官吏豪绅贪污成性，地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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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苛刻盘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灾难重重、水深火热之中，从而激起了农

民的反抗和斗争o 。

民国初期，怀来县财政实行中央、省两级财政管理体制，县财政隶属于

省。民国七年(1918年)县设财政所，民国十四年(1925年)废财政所设

参事会。民国十六年(1927年)田赋改为省地方税，正税税外，又增加了

附加。民国十七年(1928年)废参事会设财务局。财务局主要职权，以收

支和保管整理地方财务为主，对于收支各款，不论经常或临时，均须呈请省

财政厅核定，方可遵照办理。民国二十年(1931年)，奉察哈尔省命，将县

财务局改为财政局。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裁撤县财政局，县政府第二

科掌管征税募债，管理公产及其它地方财政事宜。同时，撰拟财政文件，保

管征册票据i登记收支款项，编制统计报告、预决算及金库出纳事项。民国

二十三年(1934年)建立县级财政，地方税收由省统管。划归县财政收入

有田赋、契税、牲畜附加、地方杂捐、地方财产收入、地方事业收入和地方

行政收入。是年全县田赋正税额3523．826元(银元下同)，田赋附加

1409．473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全县有耕地67万亩，年征田赋正税

35045．946元，田赋附加22691元。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征税由银元改

为蒙疆币。是年全县财政收入60723元，地方财政收入55264元。民国二十

七年(1938年)，由于日军自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入侵华北，民不聊

生，经济残破，财政开始入不敷出，需由上级大量补助收入，每年上级补助

收入占全县预算收入的44．3％。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政府的严征苛剥，生

产萎缩，加上通货急剧膨胀，整个社会和经济秩序相当混乱0这一时期，怀

来县苛捐杂税繁多，．纸币滥发，物价疯涨，县级财政金融到了极其无章无序

的境地，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北上抗日，很快开赴到怀来县

南山、北山两个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此间，

怀来与邻县建立了中共联合县委、县政府，并建立了根据地财政。联合县政

府从当时分散，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的现状出发，财政实行的是统一领导，

分散经营。联合县政府设财政科，掌理财政开支预算，田赋、税收、公粮、

公产、金融等事宜，制定了财政经济粮食等各种制度，并认真贯彻减租减息

等经济土地政策，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后，

怀来获得第一次解放。1946年6月，蒋介石政府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向解

放区大举进攻。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又经历了三年解放战争。此

n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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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怀来县财政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

对取之于民的税收和粮食，在用于军政需要的同时，积极扶助生产和救灾渡

荒，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国共产党赢得了

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1948年12月，怀来县取得了全境解放。

解放初期，怀来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支离破碎，民生凋

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烂摊子，财政极其困难，全县人民开始了艰巨的

建设工作。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全国财政没有统一，怀来县财政

采取自收自支，不足部分由上级补助的体制。是时的主要任务：保证革命战

争的供给，大力恢复发展生产，搞好支前工作，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

活。中共怀来县委和县政府为了扶持人民迅速发展生产，积极领导群众开展

清匪反霸，进行土地改革，开荒种地，重建家园，到1949年5月，全县7

个区、274个村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1950年为分得土地和房屋的农民颁发

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还规定开荒种地，谁种谁有，三年不纳公粮的鼓励

政策。同时，国家财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拨出资金和粮食，帮助人民

发展生产。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后，怀来和全国一样，国民经济急需恢

复和发展。1950年3月，政务院颁发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

定》，财政工作由战时分散管理进入统一管理，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

财政管理体制。怀来县的预算收入统一解缴到省，所需资金由省统一拨付。

在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期间，怀来县严格执行中央统一财政经济管理的重大决

策，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努力组织财政收入，保证必要开支．反对铺张浪

费，使县级财政经济状况有了好转。将有限的地方财力和投入的无息贷款，

重点支援了全县经济建设的恢复。到1952年末，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

3125万元，工业总产值428万元，农业总产值3478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完成940万元(1990年可比价)。

1953年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时期，从第一个

五年计划起，怀来县财政由供给财政转为建设财政。中央为调动县级政府组

织收入、管理支出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发展和兴办地方经济事业。从

1953年开始，实行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实施了“划分收支，分级

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怀来县正式成为一级财政和总预算单位，开始编制

财政收支预算和决算。同时，乡(镇)预算也列入县级财政。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民经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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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财政管理体制也相应地进行了改

革，从1980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管理办法。1985年，随着国

营企业两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县财政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

收支，分级包干”的管理体制。进入九十年代，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财

政管理体制。1998年，省委省政府确定怀来县为张家口市唯一的财政综合

改革试点县。按照财政综合改革的要求和目标，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全县财政在县乡财政体制，财政供养范围，政府采购，综合预算管理，

财政平衡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转变财政职能，

培植财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工作，于2000年底，圆满地完成了

九项改革任务。通过财政综合改革，财政收支结构得以调整，预算内外资金

实行统筹统管，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形成，初步建立起符合怀来实际和公共财

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机制。财政职能不断强化，综合财力日益增强，县域经济

稳步增长。2000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3415万元。比“八五”末增

长93．1％，年均增长14．1％。全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6170元，年均增长

13％。 、

财政是政府之要政。在建国后的五十多年里，怀来县财政工作在各级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不论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都发挥了重

要的职能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经过拨乱反正，清除了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左”的错误。怀来县财政工作

坚持改革，精心理财，充分运用财政的分配、监督职能和宏观控制手段，力

求在经济的变革和发展中保持财政的基本平衡，为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积

累建设资金，使有限的财力用在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的最急需方面，确保全县

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

，

建国五十多年来，随着全国国民经济发展壮大，人民生活进一步提高，

怀来的财政收入出现了稳定增长的态势。1996年县级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亿

元，成为张家口市第一个亿元县。到2000年，县级财政总收入达到16503

万元，是1978年财政收入1774．8万元的9．3倍，年平均递增669万元。同

时，县级财政收入结构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建国初

期，全县财政收入科目仅有农业税收和工商税收两大类，1949年全县财政

收入仅为45．2万元，来自农民上缴的农业税占总收入的48．45％，来自私

营工商企业的工商税收占总收入的51．55％，县财政收入来自国有经济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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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空白。到2000年，由于县域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经过不断深化改革，

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已发生了重要转变，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新的

增长点，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态势，加上新的税制实施，使全县工商税收

在2000年总收入16503万元中占到88．84％，而农业税收入、基金收入和其

它收入分别仅占4．89％、0．59％和5．67％o
‘

怀来县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

上，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建国五十多年来，在支持经济建

设、扶持工商企业发展，支援农村生产发展各项事业中，共支出87332万

元，预算外资金支出34602万元。在支持工商业发展方面，建国初至八十年

代初，投入少量资金，扶持发展地方传统工业和开发地方产品；改造私营商

业，壮大国有、集体商业。八十年代以后，加大对工商企业的科技三项费用

投入，促使利税大户企业开发名优产品。多年来，县财政投入预算内资金

1486万元和预算外资金6322万元，兴建了沙城酒厂(现名长城酿酒厂)、

沙城啤酒厂、钢圈厂、．长城精铸厂、大理石厂、化肥厂、印刷厂、钢厂、工’

业玻璃厂、黄金矿、水泥厂、红星灰矿、水泥制件厂、饮料厂等一大批国营

工业企业。自1986年以后，县财政筹措融通资金近亿元，积极支持企业技

术改造和技术革新。1998年，县工业玻璃厂、金矿、农机公司、沙城啤酒

厂、长城衬衫厂、水泥有限公司等企业用于科技开发、技术改造的投资为

1890万元。到2000年工业玻璃厂生产规模达到14000吨，年产值实现

12600多万元，利税近2500万元。同时，全县以市场为导向，以产权制度

改革为重点，加大投资培植和壮大太阳能、轻工玻璃、建筑材料、酒类饮品

和服装加工、钢铁冶金、包装印刷、化工等八大重点行业。通过股份制改

造，破产拍卖，个人租赁，风险抵押经营多种形式改造，明确了企业产权关

系，实现了资源优化重组，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经营机制，提升

了工业在县级财政的贡献率。1995年以后，全县充分发挥市场带动作用，

建市场、活流通，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全县累计投入市场建设资金

1．5亿元，建设、改造各类市场22个，初步形成了以煤炭、果菜、建材、

摩托车、农用车、餐饮为主体的市场体系，建成了京西果菜批发和土木煤炭

2个全国知名市场。2000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1220万元，比1995年

增长67．17％。

新中国成立后，县财政始终把支持农业生产放在首位i共投入财政支农

资金10459万元，支农周转金2189万元，农业发展基金465万元，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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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3万元，实施了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小流域水土保持治理，生态农业和

防风治沙，粮食自给工程，葡萄产业化龙头产业，“双环”菜篮子工程。到

“九五”期末，全县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了葡萄、果品、

蔬菜、畜牧水产四大产业，农业总产值达到5．9亿元。尤其是葡萄产业已成

为立县产业，对县财政收入贡献率达60％以上，位居全国县级发展前列。

被国家命名为“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 ；一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县城市建

设仅“九五”期间，累计投资12．6亿元，城建、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

设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沙城建成区内龙潭路和龙潭东西街，存瑞路及其北

路延伸，广场路及广场北路，东沙河路，工业街，营房路，府前街等100多

条街道构成了道路网络，长64．42公里。路灯、给排水、绿地、电力、通讯

等基础设施齐备，城区建设面积已超过10平方公里。特别是总投资2．3亿

元的富达园住宅小区和占地150亩的文化广场及东沙河的治理，使县城居住

环境、居民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确保公教人员工资按时发放的基础上，全县文化、教育、科技、卫

生、广播电视等各项事业也得到较快发展。科技工作通过开展新技术的试验

示范推广和科普宣传工作，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使科技进步

对县域经济增长贡献份额达到44％以上，2000年荣获科技部“全国科技工

作先进县”称号。教育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仅“九五”

期间，教育事业费支出1061l万元，中学标准化校舍达95．2％，小学、中

学入学率分别达到100％和98．8％，“普九”教育达到国家标准要求，职业

教育和成人教育得到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

制度化轨道，2000年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三为主”先进县。随着“村村

通”工程的实施，广播电视覆盖率达到100％。在全市率先完成了县乡医疗

卫生机构产权制度改革，使医疗卫生事业生机勃发，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

步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深化，全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全部纳入养老

保险社会统筹，实现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参加养老保险零的突破。

抚今追昔，有目共睹。建国五十多年来，县财政做为县政府的综合经济

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紧紧围绕全县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在

财政管理体制，财政收入与支出，预算内与预算外，企业、农业、国有资

产、会计、乡财政等各项财务管理及财政监察法规建设诸方面，均做了大量

扎实有效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县财政事业发展走过了从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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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从无序到有序，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历程。

展望未来，财政工作和财政改革任务还十分繁重，部门预算、国库集

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支出改革正全面推开，财政管理体制在进一

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公共财政体制正在构建之

中，财政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财政部门要与时俱进。奋发进

取，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开创新局面，为推动全县经济全面、持续、快

速、健康地发展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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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记

1948年

12月22日，新保安战役告捷，怀来县全境解放。卜： j
”

’

12月底，。怀来县恢复原县建制。县治设在怀来城。怀来县民主政府设

财政科，科长郑殿英，配备财政干部7人。县下属7个区，各设财政助理1

至2人。 t。，

，f

，

，

1949年

9月24日，-召开全县公粮征收工作会议，会上安排了全县征收及减灾

工作，确定征收公粮568万斤，截止12月日统计，已入库粮食420万斤。

10月1日，怀来城、沙城、新保安等地群众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县财政科贯彻执行中央“统收统支”财政政策。全县县级财政收支列

入省级预算内，财政收入全部上缴，支出据实报销。： ’：．

10月6日，五区松蓬寺、辛庄、化庄、里井沟、外井沟、庙港、石洞

子等一带遭受严重雹灾。时间长达40分钟，雹子大如茶碗，小似杏核，一

般都像鸡蛋大。打伤群众19人，牲畜7头，毁坏房屋5处。折损果树2987

棵，庄稼受灾1000余亩o ．

12月31日，全县财政预算内收入总额45．2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入

21．9万元，占财政总收入48．45％，工商各税收入23．3万元，占财政总收

入51．55％。 ，。

1950年

1月，人民银行县支行在怀来城、沙城、新保安镇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

债6780分，年息五厘，分五年还本付息。(公债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单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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