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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旧志遗产丰富，乃中华民族珍贵

之宝。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多次提出编篡地方志的任务和要求，足

以说明对这项工作的关怀与重视。鉴于盛世修志系当今大事，势在

必行，故我局于1992年4月正式成立《滁县地区税务志》编篡组，

编写税务志，本着尊重事实，真实反映历史面貌的原则，搜集、整

理、记述建国以来的人民税收变革史，反映广大税务干部之功绩，

也体现地方专业志的时代风貌。

在资料搜集整理过程中，由于地区税务机构分、合、撤、并较为

频繁，人员变动大，所需资料经过多次收集，仍难达到理想的程度，

特别是“文革”期间的资料不仅数量有限，且流失又较为严重，很不

健全。

在编写过程中，由于地区税务机构系为督导性质，其主要任务

是贯彻执行全国、全省制定的各项统一法规，搞好上传下达，本身

没有制订、解释法规的权限，加之税收的政策、法令的高度集中统

一，因此很难反映地方特色，难免出现通典和重复现象。鉴于水平

有限，内容、体裁、结构、章目顺序、资料翔实等方面，都难以系统、

准确反映历史原状，在记述上也难免有疏浅、讹陋、遗缺之处。为更

好的继续历史，禅益后世，使本志能够真正起到“资政、教化、存史”

的作用，承蒙不弃，务请批评指正。

本志断限时间为上自1949年6月，下至为1992年12月底滁

县行署撤销时止。由于1994年国务院决定税务机构分设为国家税

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故大事记编写到分设机构为止，此阶段作为附

录收入本志。

资料来源主要是省、地区档案馆及本区所辖六县市和地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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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的有关工商税收方面的档案资料。过去曾经计划归我区管辖

的江苏省江浦县、盱眙县和我省肥东县，以及在1956年到1961年

3月滁、宿两地合并成立的蚌埠专区的税收资料，仅就涉及我区有

关部分进行收集整理，余则简述之。

对原属定远县辖的杜集区，凤阳县管辖的长淮区以及上窑、孝

仪等地均分别划归长丰县、蚌埠市、淮南市，由于税收数字难以划

分，故一并列人原属县统计数字内。

“文革”期间本局与地区财政局、建行、人行合并的机构名称，

领导人员称谓仍按当时历史名称记载，对税收资料确实难以划分

的，笼统简述之。

统计数字的金额单位，1955年2月以前的旧人民币，为了统

一口径，便于记载，均折成新人民币统计。

所列大事记，凡有年、月、日的均按原日期顺序编列，对年月日

不完整的，分别列入当年、当月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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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滁县地区位于安徽东部介于江淮之间，东与扬州交界，西与淮

南、合肥市接壤，南与石城金陵相连，北与珠城蚌埠相邻，京沪铁路

贯穿南北，淮南线人境延伸。滁县地区税务局所在地滁州市，历史

悠久，原为古滁州，始建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大业初州废、

唐初复置滁州，座落于滁州市西南角之琅琊山，胜境蔚然，山川秀

丽。

一九四九年元月全区解放后，设立滁县专署，六月建立专区工

商税务局，隶属滁县专署和皖北行政公署税务局双重领导，管辖滁

县、来安、全椒、江浦、定远、风阳、嘉山、盱眙、炳辉九个县工商税务

工作，三十多年来区域几经更迭，除江浦、盱眙两县划归江苏省、肥

东县曾两次划人划出，现归合肥市，现辖来安、天长、全椒、定远、凤

阳、嘉山六个县和一个滁州市的税务工作。

其税制演变情况大体是：

一九四九年元月全区宣告解放，为巩固胜利成果，医治战争创

伤，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区在沿用解放战争时期税制，废

除国民党时期苛捐杂税的同时，及时地开展“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人民税收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五。年统一税

政，建立新税制，全国规定开征十个税种，一九五三年调整为十二

个税种。当时我区实际开征的有货物税、商品流通税、工商营业税、

印花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文化娱乐税、利

息所得税、牲畜交易税等十个税种。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人员、机构比较稳定，干部力量较

强，征管制度较严，使收入得到稳步上升，为财政经济状况的迅速

1



好转，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九五六年“对私改造”基本结束，税务机构和人员开始削弱，

滁县、宿县两个专署税务局合并成立“蚌埠专署税务局”，一九五七

年又与蚌埠专署财政科合并成立“蚌埠专署财政局”，工作的地区

扩大一倍，但地区局从事税收工作的干部由原来的二十七人减少

十一人；从而大大削弱了税收的征管工作、税收职能的发挥受到了

影响。 ．

一九五八年开始，税收工作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忽视了税

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全国税收虽经过两次体制的变革，都是采取

“保持原税负，简化税制”的方针和合并税种，简化税目、税率的征

收办法，受大跃进“浮夸风”的高指标、高速度、高效益的影响，税收

采取了“杀鸡取蛋”的征收方式，导致了税源枯竭的不正常现象。

“文革”期间，国家税法和各项税收制度肆意遭受践踏，片面的

强调税收是“阶级斗争”工具，把个体经营和集市贸易一概视为资

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而把必要的征管制度亦当作了管、卡、压，

因而大量撤并税务机构，下放税务人员，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竟将国

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组织收入的职能单位作为地、县财政部门

内设一个科(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税收工作恢复了青春，我区税收工

作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也得到拨乱反正，一方面充实了力

量，调整了机构，另一方面及时贯彻国家的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对国

营企业实行的第一步、第二步利改税的规定，整顿和加强了征管制

度，深入地开展了税法宣传教育，以法治税，严格纳税纪律，使税收

工作进入了兴旺发达新时期。1993年实行新的《征管法》，1994年

又实行了新的税制。随着经济飞跃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一

个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的税收模式正在形成。它充分显示了人

民税收在调节经济。保证收入，推进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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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人员

t 第一节机 构
●^

，

，一、局级机构建立及其沿革 ’．

1949年元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区淮南津浦铁路的东西

两侧的天长(炳辉)、来安、滁县、盱眙、嘉山、全椒、江浦、定远、凤阳

共九个县相继获得解放，同年6月由上级决定撤销原在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江淮第一专署(路东专署)和第四专署(路西

定远专署)，合并成立“滁县行政区专员公署”。专署下设“财政处”

负责工商税收和工商行政管理。同年8月“财政处”更名为“滁县专

区工商税务局”。为了管好滁县城河的渔业生产、捕捞、销售等环节

和税收的征管工作，8月成立了渔管处，隶属专区局领导。
1

’

1949年9月lO日根据皖北行署发出的酒类全面实行专酿专

卖训令，地、县先后成立了酒专处。酒专处对酒类生产，既管理，又

经营并独立核算。由地、县税务局长兼任地、县酒专处经理，并归税

务局领导。
’

1950年渔管处撤销，其人员分别调往专区局和滁县税务局安

排工作。，

1950年4月根据皖北行署令，将滁县专区工商税务局更名为

“滁县专区税务局”。同年7月本局报经皖北行署税务局批准撤销

滁县税务局，该县有关土商税收的征管业务全部移交专区税务局

兼理，为此地区税务局又下设滁城、乌衣、城西三个直属税务所，办

理工商税收征管业务。

1951年4月，经报批，又恢复滁县税务局建制，工商税收征管

业务仍交由滁县税务局办理，三个直属所也相应划归滁县税务局

领导。 ，

1952年我区根据上级指示先后成立烟、酒专卖公司，酒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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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为三科一室，即税务、行政、会审科和秘书室。同年8月财政处

更名为工商税务局，为了管好滁县城河的鱼业生产，捕捞、销售和

税收征管工作，下设渔管处，10月地区成立酒专处局内增设酒专

科、不久因烟专科处同酒专处重复而撤销。

1950年局内由科改为股。共设有三股一室、即督导、税务、会

计股和秘书室。

1951年督导股改名为检查股。

1952年增设计划股。8月秘书室改为秘书股。

．1953年夏，会计股撤销，会计业务由省局统一办理。

1954年初成立计划会计股，检查股改名监察股。

1956年1月滁、宿两专署合并成立蚌埠专署税务局，局内设

秘书、税政、监察、会计股。

1957年秘书股改名为人秘股。

1957年8月专署税务局、专署财政科合并，成立专署财政局，

管理税收的为人秘、监察、税收三股。

1959年改股为科、管理税收的只有一个工商税科。

1961年4月滁县专署恢复，专署成立财政局，局内分管税收

仍为工商税科。同年6月财税分设，成立专署税务局，局内设人秘、

税政、计会三科。

1968年8月，税务、财政、建行合并，成立“滁县专区革命委员

生产指挥组财贸小组财政临时业务组”，组内分管税收的仍设税收

组(包括农业税)。 一

1979年局机构由组改为科，“工商税收组"，改为税收科，十月

增设计会科。

1982年10月增设集体企业财务科。

1984年地区财政、税务分设，局内设人秘、税政、集体企业财

务、计会、征管五个科。

1992年底局内设有人秘科、税政一科、税政二科、征管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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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四月财税机构又分设，滁县行署税务局成立后办

公地址未变，仍在原办公楼三楼西侧(六间)办公室(约一百三十平

方米)、正式挂牌办公。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六日迁入琅琊东路南侧新建为五层办公大

楼办公室在二至四层、计二十四间，使用面积为333平方米。这是

建国以来我局第一次使用单独办公楼。

第三节 人 员

(1949．6—1992)

‘历任局领导人名录
机构名称 姓名 职务 ’起止时间

．滁县专署财政处 曹树屏 处长 1949．6—1949．8

滁县专署财政处 宋泽 副处长 1949．6—1949．8

滁县专区工商税务局宋泽 局长 1949．9—1949．12

滁县地区工商税务局江建淮 副局长 1949．9—1949．12

滁县专区工商税务局刘鸿基 副局长 1949．9—1949．12

滁县专区工商税务局刘鸿基 代局长 1950．1—1952．4

滁县专区工商税务局何明 副局长 1950．1—1952．4

滁县专区工商税务局朱学群 副局长 1950．1—1952．4

滁县专区税务局 何 明 副局长 1952．5—1952．10

滁县专区税务局 何明 局长 1952．11—1954．6

滁县专区税务局 顾正道 副局长 1952．8—1954．6

滁县专区税务局 王少三 副局长 1953．8—1954．10

滁县专区税务局 顾正道 局 长 1954．7—1954．11

滁县专区税务局 王少三 副局长 1954．12—1955．12

滁县专区税务局 杨 中 副局长 1954．8一1955．12

滁县专区税务局 宋嘉龙 副局长 1954．9—1955．12

蚌埠专署税务局 曹玉洪 局长 1956．1—1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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