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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8日地委书

张海如在县委书记谭晓林等

培同下到县财政局引进的股

％』企业——赣县锦龙术塑荽

茸限公司视察

1999年10月31日，

财政部农业司司长张振田

(左二)在省财政厅副厅长

万美林(左--)、县蚕书记

蕈晓林(左三)的陪同下视

察我县培植财源情况

县委档记谭晓林、

县长李桂生、县委副书

记张春凤看望参加财税

法规宣传人员

啊醚圈—碉



霍

昌菜、郭玉明、曾述

荣厌(陪同)、王传

绍城(陪同)、王远

礼钧、划斗珠

潇、钟

喧、耐

远、韩

忠、侯

后排左起：替朝鼬、刘

祖栗、钟祖渡、王良礼、谢

玉群、脬修瞳、邹如山、钟

先彬、黎源珠、陈衍贯、王

玲、张小玉、胡腊英、钟玉

霞(陪同)

局长办公会议n左起曾毓淦、钟登撩

酋美祥、黄新华、温发光、曾广桢、曾志勤)|



1994年6月竣

工的财政走楼

原财政局办公楼

职工住宅楼

局机关殴份制窭体——银杏犬

酒店于98年9月25日正式开业

微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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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年度协税护税表彰大舍



①1999年5月30日．全区推行会计

委派制工作现场会议在我局召开

②全县财政系统财政法规考试

③舍计资格考试

④财政宣传栏

⑤1999年5月，组队到厂东曲江县财

政局举行联谊活动。圈为篮球赛

@1998年，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主

办、县剧团协办的9税魂颂。财税宣

传晚会剧照．此次活动到24个乡

(镇)巡回演出

⑦财政系统组队参加。中华魂’歌咏

比赛(it．日fi}io月)



白石财政所



财政局村建点——储潭

乡田心村蚕会办公楼由我局

扶持资金姓建

田村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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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第七届(1993一1999年度)

文明单位
中共江西省喜
江西省^氏政府

．．。竺篡譬琴蛩””
近年来，在全县财政干部睨工的共

财政工作获得许多殊荣(图为部分契牌】

《财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及编辑人员

前排左起兰珍孔、谢采厌、张贻明

阳作玉、黄新华、稳发光

韩绍城、曾广祯

后排左起：黄宗溽、缪雪珍、曾志勤

曾美祥、曾毓淦、钾登禄

陈彦织、张雾斌

《鞲县财政志》审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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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专业志是地方志的重要分

支和重要补充o《赣县财政志》作为赣县第一部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科

学陛与权威性的财政专业志，她的定稿成书并付梓出版，无疑是赣县财

政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是财政系统两个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o

“财政是庶政之母”o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在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

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与各有关方面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总和。在一定

意义上，也是政治、政权、经济的综合反映，在两个文明建设中起着无

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编纂、出版财政专业志，记述财政历史与现状，

对策励财政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o

．赣县财政收入的增长随着国家的发展而持续增长。新中国成立之前，

我国长期处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衰弱，政治腐败，经

济落后，民不聊生。当时的国家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V，建设国

家和发展社会经济无从谈起o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百

姓安居乐业，实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

主义国家制度。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国民经济高速持续

发展，国家从此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解放初的1950年，赣县国民经济

总产值仅2437．7万元，财政收入仪261．53万元，到1998年国民经济总产

值达14．04亿元，财政收入达7130万元o 1998年与1950年相比，财政收

入增长27．3倍。五十年来，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方

针，财政累计筹集资金71143．14万元，对赣县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起了决定，}生的作用。同时，赣县财政上解国家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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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达26226．3万元，对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不平凡的数字，饱

含着全县人民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激情，倾注着财政工作者的满腔热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赣县财政志》本着梳篦

相间，详今略古，突出县情，融政府之规范与本县之运作为一体，按时

间顺序，分八章四十九节，约38．6万字。记述了赣县财政的发展与变

化，反映了赣县财政的内容本质、特点及生财、聚财、理财、用财之道

的历史；充分反映财政在筹集资金，合理分配，实施管理，加强监督，

保障后备诸方面的内容。她载录过去，借鉴现在，启迪未来，观今鉴古，

鉴古砺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由此，《赣县财政志》的出版，

对建设现代，开创未来，存史资治，均具有可贵的借鉴价值。开卷有益，

不妨一读。

新编《赣县财政志》于1999年8月开始搜集资料，组织编写，于

2000年2月完成编纂工作。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中共赣县县委、县人

民政府领导的关怀和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以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

持，参与编写的同志不辞辛劳，精益求精。在此，我代表财政局编纂委

员会和个人，向所有合成《赣县财政志》的单位与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书成之日，欣喜于怀，谨书片言，权以为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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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

采取横排竖写，尊重历史，依时叙事，叙而不论，详今略古，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形式，正文共设8章49节，卷首设序

言、概述、大事记，卷后设附录，概述总揽全书，叙议结合，大事记采

用记事体与编年体相结合进行记述。

三、本志上限以有史料而定，下限至1998年12月。

四、本志纪年，清代以前沿用历史纪年，用汉字；中华民国用民国

年代，元年注公元纪年；苏区纪年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简称建国前(后)或解放前(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所用资料，采用县档案馆、财政局档案馆藏资料、旧志及

1985年财政局编写的财政志打印稿，还有知情人、当事人的口碑资料，

一律不记出处。

六、本志所用数据，以财政局预(决)算报表为准，有关部门的以

有关部门提供法定统计数据，解放前的以旧志为准，保持原貌，不作统

一。解放后的数字单位，人民币以万元为准，解放初数额小(旧人民币

十万元以下)的保持原貌，旧人民币折合新币同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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