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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在德州市税务局领导的重视、支持下，在有关同悬的帮助下，

经过编写组几位同志的共同努力， 《德州市税务志》终于刊印成

书!它较详实地记录了德州市税务局建局三十多年来的工作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卜三十多年来，一税收王作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总方针，促进生产发展，积累建设资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编修地方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我国灿烂文化的组

成部分。为研究国情、反映本地区、本部门的历史和现状，总结税

务工作的规律及其经验教训，给当代和后世提供借鉴， 而编写了

《德州市税务志》。。

为编写《德州市税务志》，于一九A---年初开始搜集资料，一．

九八七年三月正式组成四人编写小组，同年十月基本编写完成。在．

此期间先后到聊城、烟台、威海、淄博、济南等地税务局、图书

馆、档案馆参观学习，搜集资料三十多万字。其中走访知情人和本

局老同志共一百余人次，搜集口头资料五万余字。

全志共分九章十七节，计五万余字，下限止1985年，上限根据我

们搜集的资料尽量上溯，由于我们才识不足，理论水平不高，再加

编修部门志，我局事无先例，无经验模式可循，以致这部志书存在

很多不足之处，殷切希望各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市史志办李继玉老师、在税务局工作

过的老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

感谢!

《德州市税务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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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德州市税务局局长告影

左起：路兴隆、孙宝玉．井玉璋、张兆成

应邀参加《市税务志》编写座谈的老同志同局领导合影



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德县税务局虎聃大会全体同志合影

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部分机关干部厦全体所长合影



德州市税务局办心楼



德州市税务局机构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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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州市税务局始建于一九五O年四月。三十多年莱■在至级党

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发展生产出

。发，．积极培植税源、严肃税收法纪、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税收

的经济杆杠作用，积极积累建设资金、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善人民

生活作出了贡献。 一 ，

，

．三十多年来，税收机构历经多次变迁，与财政经过二合二分；。

十年动乱期．间，～由手_习手_两露珊影响， 税收f丽毳F赢
出现有税无人收的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及．时纠正

“左”倾错误，重新认识税收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调节作用，完善

税收制度，增加税收人员，咖强征收管理，使税收工作出现了新的

局面。． ．

税收制度不断完善。现行的工商税收制度，是在旧税制的基础

上经过多次修正改革逐步演变而来的。建国初期沿用旧税制、一九

五。年统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税制；一九五三年修正税制、试行商

品流通税；一九五八年改革工商税制，试行工商统一税；一九七三

年进一步改革工滴税制，试行工商税；一九A-年对国营企业试行

利改税。经过多次调整、改革，我国税收制度在逐渐完善起来。

税收税源不断增加，三十多年来，各项税收收入总计96，661刀"

元。一九四九年全市各项税收收入99．4万元，其主要来源是私营工

商各业。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税收收入不断增加，一九

八五年各项税收收入达8956万元(其中烟厂3683万元，国棉厂71 2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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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玻璃厂250万元，造纸厂220万元)，是一九四j九年的90倍，平

。均每年递增16．5％。 ．

征收管理不断加强。三十多年来，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认真执行中央、省、地有关文件精神，狠抓了稽征管理，在社会主

义改造以前，针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户古绝大部分的情况，充分

发挥各行业工会的作用，通过货源控制和民主评议的方法，搞好稽

征管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针对国营、集体企业占绝大部分的情．

况，采取纳税登记、纳税鉴定、．征前辅导、征后检查，征、管、

查、促一体化，掌握了税源、查补了偷、漏税，保证了税款及时足

额纳入国库，保证了国家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促进了企业加强经

济核算，使税收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积累建设资金的有力工具。+

随着党中央关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两个文明一起

抓”方针的贯彻执行，广大税务人员积极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锐

意改革税收工作，广开财源，增收节支、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努力

提高征管水平，德州市的税收工作定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l



-第三章，．机构设罩．一

’二I一第．_节行政机构，．，-．．’，
，，． ’o”．11’-．’．◆。’：一二：”- ．‘：-．1’

一九四九年，i～德州市的税收征收机构有两个，．即．，济南市货物

统税局驻德州办事处和地方税征收处。：一i’? r√．．．、‘·j一 ．．_

济南市货物统税局驻德州办事处，成立于_九四九年五月，，地-

址在原解放街西口路北‘(现市府街西口市防疫站)‘．，：主任徐文华，

成员有：刘玉湘、张俊田、．’周衍奎、王希茂、’王万福、张荣波、阎

际超。主要业务是征收货物统税，亦称国税，相当于现在的产品

税，收入直接解省。 ．

地方税征收处成立于_九四九年初。地址在原解放街西口路北

(现市府街西口)。。。、主任陈永华，．副主任蓝乐山。下设地方税税务

所，亦称市政府地方税税务所，地址在商业街(现商业街储蓄所)，

主要征收：娱乐税、屠宰税、交易税、迷信品税等。

一九五。年四月，济南市货物统税局驻德州办事处与地方税征

收处合并，．建立德州市人民政府税务局，地址在原解放街西头路北

(现市府街西头路北)。全局共有四十三人，。由市府原财粮科科

长车振华任局长。局内共设五个股，一个检查站，其职．权范围如

下：

秘书股：主管干部的提拔、调动、奖惩、工作总‘结、文件起

草、收发、立卷归档、制定机关各项规章制度，组织劳动竞赛以及

生活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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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会股：主管税收计划、会计、统计经费、规费的管理以及票

证保管等。 ’‘．．

直接税股：主管工商业税(包括座商、行商、摊贩之营业课税

及所得课税)、利息所得税、印花税等。 ，

．

货物税股：主管货物税。

地方税股：主管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

用牌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等。 ·。

车站检查站：主管出入境检查、报验和征收临时商业税。+

附：各股、站负责人员表：2—1

同年五月，德州市税务局与德县税务局合并，称德县税务局，

地址及各股、站原有机构未变，下设八个农村税务所。车振华任局

长。 一 口
‘

附：各税务所负责人员表：2—2

德县税务局全体人员表：2—3 j

一九五一年三月，德州市税务局与德县税务局分设，称德州市

人民政府税务局。 ．

同年五月，局内三个税务股合并称为税政股，陈永华任股长。

同时按行业分设三个税务所。 ，

附：一九五一年税务机构及负责人员表：2—4
’

一九五二年八月，车振华调地区税务局任局长，原税政股股长

陈永华提升为副局长，．并主持工作，同时将原来的三个税务所改编

为四个专管组。

同年十一月，调平原县税务局会计股长刘维汉任德州市税务局

局长。同时，增设稽管股，并将原来的四个专管组改称为稽核组，

另因桑园划归德州，接管桑园税务所。
彳



附：一九五二年税务局组织机构及负责人员表；j 2一辱o． 一．

一九五三年七月，提升秘书股股长蓝乐山为副局长，周衍奎任

锻书股股长。同年秋季桑园税务所划归河北省。 _j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_日，、刘维汉同志调市财委任副主任，陈永

华副‘局长主持工作。⋯同一年四月税务局由市府倚西口搬迁到太平街路

j匕(现化工门市部)；夏季陈永华到北京。学习，蓝乐山主持工作，

十二月三日被专署任命为局长。时全局五十六人。

一九五五年初；’．撤销稽管股并将原来的四个稽核组改编为三

／卜。同年冬季，’张殿选由市劳动局调税务局任副局长。’ ．

一九五六年秋季，税务局由太平街迁到小营胡同路，东四十七

号。同年底，蓝乐山调市委组织部，张殿选任局长，张洪景任副局

长。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撤销稽核组和检查站。。

一九五七年初，张洪景调市五金公司。 ’．

一九五八年春，税务局由小营胡同迁到市府街路北(现工商联

西院)，四月份与市财政局、保险公司合署办公，称财税局，钟肇

瑚任局长，。吴光照任副局长，张洪景亦由五金公司调回任副局长。

局’内设人秘科、预算科、税政科、企业财务科、公社财务科。

一九五九年七月，建立市区税务所，李国经任所长。夏季钟肇

瑚调离税务局，张洪景任局长。同年九月‘，曹村、黄河涯划归德州

市、建立税务所，分别由季恒德和董伯敏任所长。十一月，税务局

由市府街路北迁到市政府大楼一楼办公；年底，邵泽甫由市轻工业

局调市税务局任副局长。．

一九六。年初，张洪景调市农场工作，计划员徐光然提升为副

局长。同年秋季，’根据形势的需要，按行政区划将市区税务所划为

两个所，即花园税务所和旧城税务所，分别由夏荣亭和赵成修任所

S



长。年底全局共有人员-四七呼各。 一 一，．
’

尊宄六毒牵初．，鼍i赙税局和建谩镇行合暑办公，．办公地点由市政

府大楼迁到商业街路北．(现工商银行招待所)；魏德基任局长，’邵

痒甫二关羌席?、j谍光然分别’任匐局长。四月，徐光然调长庄公社。
同埠麦季‘，：、赵萌，蝴财税局任副局长。十二月底≯财)税、，建行分
设，：成立税务局，，办公堰点、由商业街迁回市政府大楼，魏德基任局’

一 t
一

r．

一J
。一

长；吴光照任副局长，-’一’ ．1、’ I

：。-’附·：’二无吴毒年’底德姗帝税务局组织机构及责责人员表：2—6

一九六二年六月，罗占岐由德州国棉厂调税务局任副局长。
。‘ ．二九兴三年六月，，日馨祚由部队转业到．税务局任副局长。秋

季，+魏德基调国棉厂任财务科长。由田馨祚主持工作。年底全局共

有人员五十七名。

一九六五年五月，i曹村、黄河涯两个税务所分别划．归陵县和平

原。’‘ ÷ ’．

_r

’

一九六六年初，蓝乐山由市交通局调回市税务局任局长； 同

年it’田馨祚退休回北京。 ，’

‘一 O

+?一4一九六七年二月，’随着“文革”中的所谓“二。三夺权”，局

领导完全由当时的群众组织所代替。
’

一九六九年i财政、：税务合并称财贸组：财贸组在市革委生产

指挥部的领导下，。负责组织全市收入和支出；当时，财政、税务机

关只有三人办公，其他同志到“五·七”干校参加“斗、批、改”。

一九七。年底、建立财税组，同时撤销财贸组。崔其坤由财贸

政治部调财税组任组长。．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孙宝玉提升为副局长，同年，曹村、黄河涯

税务所分别由陵县和平原划归德州市，吴文林任曹村税务所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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