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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局局领导合影(左起：张再兜吕风怀．罗关银，李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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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行财会议八七年在邹县召开

祝会焕f J县长r时政局、]J生埘、防疫站领导参加≠E嘉定县

召开的全H三分之一试点县卫防站南协组第九f火经验交流会泌



邹县乡镇财政所所长台影

邯甚财政局办公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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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县中医医院

县申0睢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财政与乡镇企业、种拯世、养殖业

荷庄乡*毕鹱璃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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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孔孟之乡邹县所辑存

之历代典籍，固不算少。但是，作为翔实记述本县财政事业兴衰变

革的财政史志，却属阙如。在改革开放，财政事业大发展的盛世之

年，亟需编纂一部记载本县财政历史与现状，突出反映以“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为宗旨的社会主义财政的志书，使我们和后代前有，

跃穗．冶布跃鉴，

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国民经济有

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着极其重要的枢

纽作用。但是，建国前，由于历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满足奢侈

生活的需要，．利用财政这个工具增加捐税，敲诈勒索人民，搜刮掠

夺社会财富．使邹县经济停滞、民生凋数、财政困窘。建国后，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财政事业发生了根本变化。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本县实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县财政的收支规模亦不断扩大，其枢纽作

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充分发挥．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的繁荣和

各项事业的发展。县财政局的同志们，本着“详今略古_的原则，

征集了大量的资料，编纂了这部墨起清代，笔止于今，’’内容丰富，

资料翔实的专志。这对于保存财政史料，进一步发挥财政职能不无

裨益．



贺。

《邹县财政志》的出版，诚为全县人民的一件喜事，特致祝

志成之际，受编者之托，聊以为序。

邹县人民政府县长丁文昌

一九九O年七月十日



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着重记述近

代、现代、当代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时间为1840年，下限为1989年(个别地方止于1987年)底。采用公元

纪年，朝代纪年用括号注明。 、
、

三，本志坚持横排竖写体例，力求横排不缺页，竖排不断线。

四、本志行文采用规范的语文体、记述体。

五、本志结构分章、节、目三级，有的章下无节，节下无目，以示内容不同，I目下

标有序列号码。

六，所取资料以档案、文书为主，口碑资料为辅。行文中不注明出处；摘录原文，

用引号引起。所用各种数据，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

七，除个别珍贵的史料，在正文后专作附录外，其它史料，图表均随文而行。

八、本志使用的货币名称及金额，为保存其历史本来面目，均按当时通用货，币缔

列，不加折算。

九，本志数字书写依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联合公布的1987年2月

1日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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