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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 ，．。

■野鸭∥¨ 兰竺竺型型缕丝

基掘岛瞰

县城农贸市场一角 日益发展的公路建设(吉福油路)

●1．．f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訇国理磷．健谨“两?文明”建设



AN FU X【AN CAI zHENG zHI

安福7．’
财政川’．1，

——县中医院住院大楼

瓷国疆碗，埕迸“两个文髓”建设一一一一一一一一●f●●{



安福
AN FU xI丸N cAt zHENG

●f●●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为国理翰。{星进“两?文稿”建设



为国疆融。促进“两个文强”建设一一一一一一一一●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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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型竺型竺：型型

●|0●f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为营理勖。淫进“两个文疆”建设

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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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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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疆锄，促进“两?文明”建设一一一一一一一一●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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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FU XIAN CAI ZHfNG ZHl
●______●■●■■■■■■■■■■■■■■■■■■■■■■■■●■■■●■●■■●■■一

又是一个丰收年。横龙镇财政所财税人

员到盆形村种植太户了解柑桔生产

县财政局大楼建设蓝图

编委成员台影

甄一●f●．}⋯⋯一一为盈理掰．侄ia“褥7文辑”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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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林生①

早在80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同事们就觉得应编写一本有关安

福财政历史方面的志书，通过如实地介绍安福财政发展的历史进

程，帮助人们系统地了解安福财政的基本情况和经验教训，以便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按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坚持社会主义财政方

向，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更好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但

由于种种原因，志书资料一搁就是近20年，未能成稿付梓。

为贯通历史，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继往开来，惠及后人，

1998年3月，局务会研究决定，成立<安福财政志>编纂委员会和

编辑室进行志书的编纂工作。经10个月的多方努力，<安福县财政

志>终于收笔，可喜可贺!．

这本书的编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虚美，不掩过，以客

观事实为依据，力求做到史论结合，文字表述与数字、图表相结

合，比较准确、生动、客观地反映安福财政的历史和现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安福财

政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也应当看到目前安福财政所面I艋的困

难，财源建设滞后，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上交任务重(体制递增上

交)，财政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因此，安福财政在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财税改革，加强财源建设，坚持依法理

财，促进经济发展，努力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运

行机制，充分发挥财政分配、调节、监督的职能作用诸方面仍任重

而道远o

①邓林生．安福县财政局局长、‘安福县财政志>主编。



2 安福县财政志

作为一名在安福财政战线工作数十年的老战士，我对广大财政

干部职工那种为国分忧、依法理财、勤勤恳恳、忘我工作和廉洁奉

公的高尚品德，感奋至深，它是鞭策我做好工作的动力。这种可贵

的精神，既是过去搞好财政工作的保证，也是今后进一步开拓前进

的精神武器，应该继续得到发扬。

政通人和，财源茂盛。

头白可期，汗青无日。

新编<安福县财政志>，自撰写初稿至成书，几绝苇编。不少

领导同志、专家顾问、有识之士，为志书提出了很多的修改意见。

这些明知灼见，提高了志书的质量。唯因编者水平有限，力与愿

违，仍难尽善。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并有待于后之修志者纠

正，引以为训o
‘

在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谨致如上文字，作为献给新时代的微

薄贺礼!

一九九九年元旦



凡例 3

一、<安福县财政志>(以下称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记叙安福县财政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为安福县

财政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o ．

二、本志结构采用篇、章、节、目形式，按照事物性质设纲，

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体裁取记、述、表、略、录诸体结合，综合

记事，以记为主，一律采取语体文记叙。年代、计量、标点符号等

统一采用国家标准表述o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前后，简称

“建国前”、“建国后"o

三、各项数据，一般采用统计部门的法定数据D统计部门缺项

的，采用县财政局上报数据。货币一律采用历史特定币值，注明币

种，不换算现行币值。一些数字进行了尾数省略o

四、本志坚持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寓褒贬于记述之

中，记载下限为1997年底，个别人物记载至1998年。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地、县、局档案馆(室)档案资

料，以及各种地方志、专著、知情人士的口碑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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