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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5月参加解放临汾战役的税工人员合影留念。

▲ 1948年7月临襄县工商税务联台局(当时亦称工商管理局)全体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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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6月临汾县、市税务局全体同忠合影

▲ 1952年6月临汾县人民政府税务局{iI；分同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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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局领导

合影。

左起：副局长王友

政．党支部书记陈

国槛，局长赵希林、

副局长沈恒玉。

●

临
汾
市
税
务
局

办
公
接

●1988年

12月临汾市

税务局在职

的正副股所

长合影。



-．1989年

4月奎加第

二次评稿会

的全体人员

合影。

●1989年4月临

汾行署税务局局长

张星志(左一)在

税务志评穑会上讲

●1989年i月参

加~芈犏会的部分同

志在发言。



-．1990年3

月参自B第一三次

评稿会的个体

人员台影。

●1990年3月临

汾市志办主任李百

玉(左)在第三

次评稿会上发占。

．I“税务志"

编纂组全体成

员合影，



《税务志))编纂领导组

组长：赵希林

副组长：陈国楹

成 员：王友政沈恒玉 贾汉儒

，编 纂 顾 问 ·

范畏三 贾正新 范福民

杨生光 李百玉 宋广宸

编纂组成员

主 编：贾汉儒

副主编：杨吉生

编 辑：马名祥 梁思盛

摄 影

胡晋起 张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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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编史修意、，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

对此十分重视，．特别堤中国共产党十一居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很。

快出现了一译盛世修志新局面，临汾市’《税务志》就是在这种势在。

必行姆情况币编纂的}o
‘

《税务志》的编修，是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税

务局领导的重视、．支持下，根据临汾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

编修人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居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1和政策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

基本原则．，．(注l>通过．大胆尝试p腻心协力，．克腮重重困难，历经

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编修而成。它的诞生，为临汾市填补了‘历史

上没有《税务专志》的空白。为继承和发扬临汾的历史文化遗产，

增加了色彩。临汾市《税务志》，记述了临汾市，6j．1 674年(清康熙十

二年)至1 988年以来的税制沿革和发展状况。从中可以使人们看

到，不同制度的新旧社会，具有本质不同的两种税收制度史实，可

以使人们加深对现，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

的正确理解和认识；对从事税务工作的税工人员来说j可以进_步

激发其热爱和搞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同样可以为本部

门领导，执行国家税收政策法规，拟定正确的决策，提供比较系统

完整的参考资料。

l



本志，共分5章，1 5节，2 O多个细目．7万余字，第一

章，机构与人员。分期阐述了临汾市，税务机构与人员的发展变化

情况。第二章，工商税收。记述了临汾市不同历史阶段，征收的不

同税种。第三章，工商各税收入。着重记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临

汾市工商各税收入，分期占据临汾市财政收入的比重·第四章，

支持生产。记述了建国以来，临汾市执行减税，免税政策情况和税

工人员结合日常工作，在支持生产、促进生产发展以及对改革、开

放发挥的应有作用。第五章，征收管理。记述了税收征收管理．根

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发展变化要求，相应采用的征管形式，征收方法

和征管制度以及使用的各种征、解凭证

新编《税务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但由于我们编

纂人员的素质较差，水平有限，又缺乏经验，加之某些历史资料欠．

缺，错、漏之处定所难免，敬请领导、专家和同行批评指正o． ’．

、

(注1)坚持社会主义遭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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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汾市《税务志》编纂组

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

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

一统一．
、

二、本志书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把编纂的重点放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突出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
’

三、本志书以志为主，横排门类，纵书志实，以时顺叙，横纵

一相结，并附以表、图和照片。

四、本志书上限仅溯至l 6 74年(康清熙十二年)，下限止公元

。1988年12月底。 ．

五、、本志书资料来源于本局资料库，省、地、市档案馆，历代

I旧志和有关同行、当事人、知情人，，缡：寨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六、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建立前，采用

公元年纪，同时以括号注明l百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公
元年纪。

七、本志书对临汾市、县和财政、税务的几经分合，均以当时
：的称谓记述。

八、数目字．，除行文、历史年号照录外，其它数目字均以阿拉
伯字著录．

九、本志书正文中未采用曲珍贵资料，均归入“附录”．



十、行政区称谓，1 958年至l 983年间以人民公社、生产大

队、生产队称，其余前后年间均以乡、镇、管理区、村建置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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