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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财政志编纂工作，从1983年开始，组织力量建立机构，在

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在地区财局和县志总编室的指导下，广泛收集

资料，组织编写，反复修改，几易其稿，于1987年脱稿付印。

本志在编纂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神，实事求是的记载了方城县建国前后一段历史时期内财政工作的发

展状况，从中反映出解放前后两种财政的不同阶级本质；人民财政在

新中国建设各个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在新时期贯彻执行党的财

政方针、政策提供历史借鉴和依据。

为使志书达到详实之目的，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请有关人员座

谈，发函、录音，拍照等多种方式，收集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通过

筛选、整理，写出：概述、大事记，明清民国之财政，方城解放至新

中国成立之财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之财政，共5篇约20万字的

志书。

志书是一部综合性很强的历史资料，但由于历史悠久，涉及面

广，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难免，请批评指正。 。

在编纂工作中，得到各级领导，各有关单位，本系统各职能股，

所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 宋喜林 1987、3



凡‘ 例

一 本志上限起始明嘉靖年间，下限断至1985年。

二 本志本着以类系事，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的原则，把同一类

事物9j属在一起，以便又映某一类事物的全貌。

三 本志采用篇、章、节体，全志共设5篇22章45节。另外，本

志后面附有重要文献辑录14篇。

四 本志所用体裁，有记述、志、传、图，表、录诸体，按照

不同的内容合理运用。诸体中以“志”为主，图、表分别附在各类之

中。

五 本志体例，按朝代分期，然后横分纵写。即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两大时期编写。方城解放至新中国成立，单列一篇。

六 为了反映各类事物的发展脉络、特点及状况，在各章之前多

冠以无题小序。

七 本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力记述建国后的财政状况。

八 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朝代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民国时

期，用民国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

年。

九 本志录用旧志，数目字一律改用阿拉伯数码，并对讹误或漏

载，均作纠误和追补。

十 1955年3月1日，人民币币制改革，规定：原币10，000元换

算新币1元。本志书将币制改革前的财政数字，均按新币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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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财政局1985年底全体千部、职工台影白左至右：

前排：孝少林赵炳发许国玉刘山红刘春芝曲橙涛杜庆样张保来

二排：李家昆高春坡姚国瑞向守中宋喜林韩天跃郭广辫葛秀精

三排：郑天录牛德林刘明生李得函孙久昌于正堂王西林白会中

一张玉珍余薄甫

西蒋：王茂格桨璃清肖保玉宁武德常玉杰吴书芳张桂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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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方城县建置悠久。春秋为郜国之域，战

国为楚之北疆。秦置阳城县．明升置裕州，

清因之。民国初年改为方城县。封建社会州

(县)衙普设户房，管理田赋、贡品课税的

征收起解，办理支蹬。民国时，始设县财政

局，管理收支。建国后始建立县级财政，实

行社会主义的预，决算制度。

县财政收入来源，在封建社会主要是田

赋，课税。唐以后实行“两税法’’，髓朝实

行崔一条鞭法”，清朝实行一地丁银制度”。

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横征暴敛，税

赋，徭役奇重，经常发生人民抗税、抗捐斗

争。民国时期，除正税外又开征附加税。民

国23年(1934)附加超过正税3．17倍，苛捐

杂税多如牛毛。种类繁多，仅厘税一项征收

的品种有18个大类1068个税目和税率。人民

除担负沉重的赋税外，还要担负各式各样的

摊派和杂役。

1947年11月6日方城解放。方城县人民

民主政府成立，建立“取之于民，用之予

民"的社会主义财政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方城县的财

政自收自支，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扶持恢

复生产，服务剿匪反霸。1950年3月，贯彻

国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

定》，《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度财政收支的

决定》，对财政工作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

理，一切财政收支项目、收支程序，税收制

度、供给标准，行政人员编制等一切有中央

统一规定，县财政为报帐单位。

1953年起，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国民经

济计划，县级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

理"的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县级财政，开始

编造财政收支预算、决算。

1958年下放财权，由“以收定支，一年

一定’’，改为“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

政管理体制。由于“大跃进”，。瞎指挥"，

“浮夸风"和“共产风"，财政工作出现大

收大支，造成财政虚假，后又大搞退赔，给

财政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这种体锚

实行一年就改变了。

1959年起，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

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黟的办

法。为适应经济改革，从1980年后，实行“划

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增长分成，

补助递减"的财政管理体翩。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方城县的财

政收支也相应有很大增长，1953--1985年

的33年间，共完成财政收入25152．9万元，

年均收入762．21万元，1985年比1953年增长

66．9倍。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商税、农

业税、企业利润等，其中各项税收占收入总

数的89．3％。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和

文化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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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85

年，共完成财政支出27044．tyY元，年均支

出819．52万元。1985年比1953年增长17．1

倍，其中，经济建设、社会文教及社会救济

支出为19966．7万元，占支出总额的73．8％，

年均支出605．05万元。

33年间，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一

的总方针，努力发展生产，积极增收节支，

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财政的职能作用。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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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宣宗兴定四年(公元1220年)

大事记

毛劳者散发传单，约定时间，率数千人拥至

厘金局抗税拒捐。．
八月河南水灾，唐、邓尤甚。宣宗命

免唐、邓、裕、蔡、息、寿、颍、毫及归德 1312年(民国元年)

府受灾州县“本租及一切差发”，流民垦荒 e月 建立县公款局，为地方财务总机

田者优免t． ’关．

明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3年)

由于豪强宦绅，兼并土地，隐田不报，

天下额田已减强半，廷臣桂萼，郭弘化，唐

龙、简霄先后上书，请核实田亩。雇鼎臣奏

请丈量田亩，平均田赋负担。廷议江西福

安，河南裕州先后实行。诏下，裕州知州安

如山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奉檄丈

地均粮，按土地瘠薄分四等均赋，经丈量全

县有地132．4万亩，赋税6，350余石。

清世祖八年、九年

(公元1730、1T31年)

河南水灾，免征漕米。 ·’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

春、夏旱、蝗为灾，6月始降雨，多

种养麦。8月20日降霜，．养麦无收。是年大

饥，哭声遍地。州内有30，822户，62，190人

(约占总人数9万人的69．1％)，乞食逃

荒。知州孙寿域请拨10，572两白银，15，200

石粮食赈灾，并在泰山庙、开化寺设粥厂救

济灾民。 “

，

嘉庆十九年(1814年)

是年灾重，人相食。

宣统三年(191 1年)

捐税名目繁多，怨声载道，有个“一撮

1926年(民国15年)

‘1 月

14日成立县契税经理局。 j’’二

‘

‘

1928年(民国17年)

是年实行新政，县行政公署改称县政

府，废六房(吏，户、礼、兵，刑、工)，

设承审、秘书、一、二、三级科及教育、财

政、建设，公安四局．

1031年(民国20年)

謇末刘毅然(中共地下党员)在陌陂

区任区员，利用积极份子赵应凡等，发动群

众，进行以“反封建，反官僚"为中心的扒

庙，抗押，抢粮，抗借头活动．

2 月

， 责枪社在陌陂、郝寨筹地发动抗粮，县

民团大队长白太庚率民国进行镇鹰。．。。。

6 月

2T日，28日，7月13日 连降暴雨，潘

河，贾河、澧河，赵河洪水横溢，县城垣冲

塌30余丈，潘河河堰庄、赵河王图庄等处河

堤决口，王图庄等村漂没，境内1，346个村

受灾，长5420公里，44200亩耕地冲淹，

26，300户、102，350人受灾，632人死亡，

5，890头牲畜淹死，23，000间房屋漂没，财

物、粮食损失约159余万元。

·， S ’



1932年(民国21年)

是年裁教育、财政，建设局归科，公

安局改称警察局。

j夏秋农忙季节，县政府派牛车300辆

住县城候差，激起民愤，数百名农民冲进县

政府，进行斗争，县长被迫放回车辆。

1988年(民国22年)
●

元月 刘毅然等，在博望区(当时属南

阳县)发动士兵、农民抗债，取得胜利。

1984年(民国23年)

是年县公款局改组为县财务委员会。

▲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从鄂，豫，

皖根据地出发，11月26日至28日，经过方

城，以不足3Q00人的兵力，在独树的七里

岗．拐河的孤石滩、五里坡挫败了敌人庞炳

熏的1个旅和1个骑兵团的合击。在石盘村

把地主仓库粮食堆在大路上，供群众食用．

▲肖赞卿、张鹏九、孙鲁瞻等以贪污罪

名控告县长余中楫，余被撤职查办。

19SS年(民国24年>

秋发生水灾，省拨赈灾款lO万元。

26日

款913元。

1986年(民国25年)

5 月

夜12时，县契税局被盗，盗走税

’

：‘

1

1987年(民国26年)

11 月

-中共南阳特支派李柏等到方城开辟工

作，通过宣传，掀起募捐和慰劳伤病员等抗

日救亡活动。
·

!，

1988年(民国27年)

， ● ，

4 月

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宣传团，经常到独

一，-树，·券桥、赵河、沈营等乡镇进行抗日宣传
活动，声援各地农民抗粮、抗款和其它反抗

国民党政府的斗争。 一

7 月

下旬唐河、秘阳、方城三县边沿地带

的农民，白发组织“黄枪社嚣，“绿枪社糟

抗粮、抗款，通过斗争，免除了粮款。

是年县政府办理土地陈报，并发给营

业证。
7 ，

‘

．

?

1989年(民国28年) t、

秋为给前线抗日将士募捐寒衣，以城

内各学校校长、教师为主成立募捐委员会，‘

并在黉学设两台戏，由学生向县城各商号、·

富户卖戏票作为募捐。劣绅丁广字恶言抗

捐，学生捣毁了丁的商号，丁以商会会长的

身份，策划商号罢市，侯义方(中共地下党

员)等串连全城师、生，以罢课对罢市，举

行游行示威，国民党县政府被迫对丁广宇作

出处理并罚了款。

1940年(民国29年>

7 月

25日 县成立赈务委员会，办理救济难

民及赈灾事宜。

lO 月

1日 实行新县制。县政府内设六科

(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军事、粮政)÷：

四室(秘书、会计、合作指导、军法承审)．

1941年(民国30年)

秋中共地下党员杜丽泉(拐河区员兼

拐刺镇镇长)和中共地下党员孙广清，利用

拐河伪区长马保卿与拐河势力派的矛盾，借

其强迫农民拉洛阳军麦之机，促使矛盾激

化，使地方势力组织群众和地方武装，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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