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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分册刊行面世，这是一

·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j 、}，_· ‘，‘

这套丛书；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民族到

文化，从人物到风貌，从历史到现实，多侧面、’多角度、

多层次地勾勒出了我州概貌，其中，有兴有衰，有起有伏，

有成功，、有失败，4有顺利，’有挫折·所记述的各族人民共

同创造的历史；如幅幅画卷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古

人云：’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胗。这套丛书，’亦是一面

古镜，使我们从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中把握其兴替，探索

其规律，吸取其教益，并进而获得资治的依据，’化为前进

均力量。‘二卷志书在手￡州情昭然若揭。对州情了解得越

奥体越真切，我们治穷兴州工作就会更加实在，更加充满

必胜的信心o ．t

、 ．

，

。

这是一套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具有崭新的风貌，独具

的特色。我州从明武宗正德年间起至民国初期止，共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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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府志，厅志、县志、卫志等约30余部。作为历史的纪录，

这些旧志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仍有参考借鉴的价

值。然而它出竟是旧时代的产物，．无处不深深烙上封建统．

治阶级的印记。在历史条件局限下，编纂者不可能不抱有

阶级的偏见z也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事物的本来面目

及其发展轨迹，因为他们编纂地方志的目的乃是为了维护

统治阶级的利益。我们今日修志，其目的性与旧时代迥然

不同，即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请大家读读

州志丛书就明白了。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

是的原则，略古详今，略恩详独，注重体现时代特色和民

族特色，资料较为翔实，体例颇为新颖；可为我州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较系统的有科学依据的基本情况，‘可用

以向各族人民进行州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

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可积累和保存地方文

献。海内外一切关心湘西自治州建设的人士也能够由此增

进对自治州的认识和了解。新编的州志丛书，绝不是旧志

的续篇，也不是现有档案资料的简单摘录和汇集，而是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认真研讨、撰写、总纂

而成的严谨朴实的资料性著述争我们相信，这套丛书对于

我州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将

会与日俱增I不仅服务当代，而且惠及后世0．、，

，几年的实践证明，编修方志，绝非易事。资料难找，



总 序 3

经费拮据，经验不足。．真可谓难度很大，步履艰辛．广大

修志工作者在团难面前并没有畏缩，‘而是艰苦奋斗，默默

奉献。经过广征博采，加工整理，考核校正，，精心总纂，

字斟句酌，反复磋磨，数易寒暑，几经修改，终于写成一

千万字系列的综合性著作，殊为一大贡献。州志丛书的出

版，是全体修志工作者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条

战线、各个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辛勤劳动创

造的成果。字字句句皆蘸汗，节节章章总关情。欣值出版

之际，让我代表州委、州政府和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丛

书的编纂者，采访者和参与者致以衷心的谢意!

丛书的出版，并不意味修志工作便告结束，而是应当以

此作为良好的开端，把修志工作更加扎实地开展下去。我

们要认真地总结过来几年的实践经验，肯定成绩，看到不

足；要进一步开展方志理论特别是民族方志学的研究，提

高编纂水平，要积极利用已收集整理的资料提供州情咨询

服务，要努力创造条件，采用一些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储存

资料，为下届修志打下坚实的基础。任重道远，仍须继续

努力。“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套丛书的出版，虽然经过多次修改、评议，审定，

但疏漏之处，不足之处，甚至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望方

志界专家，同仁与广大读者不吝指教。我们将在总纂《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时加以补正，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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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

线，同心同德，踏实工作，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民族

经济发展，为建设一个文明、昌盛的湘西自治州而努力奋

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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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州志丛书·财政志》是湘西州志组成部分之一。1981

年9月我调来州财政局工作，,1982年遵照国家财政部和省财政厅

的部署，从抢救革命历史文物资料出发，历时3年，收集整理了

《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简史》 (送审稿)，从中受到

了启发，深切感到编纂一部民族地方财政志很有必要。1987年5

月，在州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和指导下，我们认真地研究了财政

志的编纂工作，聘请长期从事财政工作的离退休人员，组织精干

的编写组，广泛搜集资料，精心编写，历时5年多，完成了《财

政志》编纂的历史任务。 、，

， ，，

《湘西州志丛书·财政志》设财政机构，财政体制，财政收

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革命根据地财政、财政教育与科研7

章，’前有概述，后有大事年表，共9个部分，约30余万字。这部

志书上溯到后梁开平四年(910)，下续到1988年桑植县和大庸市

划出自治州前为止，前后贯穿1079年，并且自始至终都概括了建

州后州属10县市的历史，资料翔实，记述全面，‘观点鲜明，文字

简洁，确是一部资治，教育，存史的好书。 ．

。

．-

湘西土家族苗族历史悠久，有两件大事影响深远。一是800余

年的土司制度，使土家族，。苗族长期停滞在封建农奴制时代，直

到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土家苗族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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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二是乾嘉(乾隆，嘉

庆)苗民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后，傅鼐倡导推行屯田制度，掠夺了

苗民的土地，强迫茁民缴纳高额地租。苗民不堪掠夺，举旗革屯，

战火连年不断，此伏彼起。当时流行民谣。搿朝锄土，夕锄土，

年年月月欠屯租，男耕田，女耕田，子子孙孙欠租钱。"这就是

当时苗民不堪盘剥的真实写照。直到民国33年，湖南省政府才被

迫废止这一残酷掠夺茁民的制度，“屯田"制延续长达140余年。

深入理解这两件大事，鉴古知今，才能清楚土家族苗族今日的落

后，才能明白苗族地区比土家族地区更为落后的缘由，也才能理

解时至今日全州经济基础仍然薄弱，财源拮拙，百业待兴，财政+

欠帐很多的困难局面。 ，1‘

志书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写了一章。1934年，在中

共中央的领导下，贺龙，任弼时领导的工农红军来湘西开辟了湘

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永顺县塔卧镇建立了湘鄂川黔省委、省军

区和省革命委员会，虽只为时一年，但建立了财政机构和财政黼

度，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还有较多的结余，支持了红军的战略

转移、长征北上抗日。这一革命传统，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继承和发扬。 ．

·

，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1952年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1956

年相应建立了地方一级财政。在历届州委、州人大、州政府领导

下，州县市广大财政工作人员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任劳任怨，

艰苦深入，克服了许多困难，湘西民族地区财政工作取得了很大

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财政上突破了统收统支

的束缚，实行了财政包干新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充分调动

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理财积极性。1988年与1978年比较，财政收入，

增长了6．5倍，平均每年增长22．4‰上了一亿元，两亿元两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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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财政支出增长2．6倍，平均每年增长13．7％，有力地支持了

经济建设，加速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支持了

教科文卫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但

是，由于长期历史上的落后和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材左"的干‘

扰，经济建设上的“大办、大上"，财政管理上的“大包、大揽"l

三上两下，反复折腾，走了不小的弯路。虽然改革十年来，经济

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国营企业不活，内在机制不全，经济

效益总是上不去的问题，加上人民生活上财政欠帐较多，各县市

财政状况又极不平衡，州本级财力薄弱，难以调控，以致1986年-

出现赤字，而且赤字逐年扩大。我州民族地方财政面临着严峻盼
局势。

1

。

。

我是一个从新中国成立后即来湘西民族地区长期从事财经工

作并从基层做起的干部，对如何做好民族地区的财政工作，我的．

主要体会是。。
。

·

’

一是实事求是，一切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做好

民族地区财政工作的根本。既是民族地区财政，就存在区别于非

民族地区财政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民族性，自治性、开发性和

收不抵支长期靠上级财政补贴的“补贴型”，简称“三性靠和“补

贴型"。根据这些特点，做好民族地区财政工作，一方面必须坚

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启动内部活力’另一方面又离不了国家

和上级财政的支持，必须充分用好、用活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各项

优惠政策，分好、管好、用好各项优惠专款，联系民族地区实际，

努力开发民族智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

二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是做好民族地区财政工作的基夺
途径。新中国成立后，财权高度集中，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体制，虽

有利于计划经济的推行，但不利于调动地方各级的理财积极性，

更不利于民族地方财政的自治。改革开放十年，财政也进行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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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歹lj的改革，诸如财政分级包干，对企业实行两步利改税、目标

’管理，经营承包；建立乡镇一级财政；逐步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

搞好综合财政调控；建立信托投资公司，扩大财政信用等等。这

些改革，尽管有不完善之处，但它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生产力的

发展，壮大了民族地区经济，充实了财源，调动了民族地方政府

理财的积极性。今后，搞好民族地区财政工作，仍然必须遵照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途径，民族地区财政才有光辉前程。

；三是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财政干部素质，这是做

好民族地区财政工作的基础。财政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做好

财政工作要求财政工作者不仅要具有财政科学知识和技能，而且

要知识面宽，对其服务的农工商和教稍文卫等事业都具有必备的

知识水平；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教育文化落后，很不适应这一需要。

因此，必须重视民族地区财政干部队伍的建设。80年代我州相继

建立了湘西民族财会学校、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湘西自治州分校、电

视大学财税班，举办了各种短训班，培养了大批中、初级财政、会

计人员，提高了财政干部素质。同时，积极开展财政学会、会计

。学会、珠算协会等团体的学术科研活动，，坚持办好《湘西财会》

季刊，千方百计提高我州财政干部素质，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

要。 。 。

’

四是加强财政、税务，审计、金融等经济综合管理部门的协

作，这是保证民族地区财政任务完成的重要环节。在州人民政府的

统一领导下，我们始终注意了与税务、审计、金融等经济综合管

理部门的协作和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才能保证

政府宏观调控的顺利实现，也才能保证财政各项任务的顺利完

成。 ，

．

五是顾全大局，为国分忧，这是做好民族地区财政工作应尽的

职责。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是祖国各族人民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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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我国的经济建设为的是实现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只有褪
国的富强，才有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繁荣。当国家财政遇到困难
的时候，支援国家财政，应视为我们应尽的光荣义务。1981年、

1982年和1986年以后的几年，国家财政向地方借款、发行国库债

券以及要求上交的各项任务，尽管我州财政困难，我们都是主动’

承担，积极作出贡献。 ·
‘

、

《湘西州志丛书·财政志》的出版发行，在我州财政史上是

一件大事。这是全体修志人员的智慧奉献，辛勤笔耕的成果。在
编修过程中，南京和省，州，县，市档案馆，图书馆等单位热情

地提供资料；省地方志办和州志办给予及时指导；兄弟州，地市财

政部门提供了支持，还有州领导和我局老同志以及10县市积极参

加评审。在此，谨致以衷心的谢意。 一

，。

．， 1992年6月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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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局长 向荣炎

《湘西自治州志丛书·财政志》一从1987年5月开始编修，历

耐5年多，终于出版发行，这在我州史学界和财政界都是一件大

事，值得庆贺。。 一

州财政志的编纂，聘请了富有财政理论知识和基层工作经

验，长期在我州从事财政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马隽如、全国丰、
向炯岚、曾昭奇4人为编采，实行采、编包干负责制。全国丰负

责财政机构、财政体制、财政管理3章，向炯岚负责财政收入、

革命根据地财政、大事记，马隽如和曾昭奇共同完成财政支出一

章，曾昭奇负责财政教育与科研，概述，全志主编由曾昭奇担任。

志稿中的财政体制一章曾在1992年初州直志稿评比中被评为一等
优稿，革命根据地财政一章在全省志稿评比中被评为二等优稿。

州财政志稿不仅质量符合要求，而且有较好的可读性。在此，我

代表州财政局向4位离、退休的老同志致以衷心的谢意。

． 王令之同志自始至终领导了州财政志的编纂工作，及时地解

决了编纂工作中的人、财、物等问题，使编纂工作得以顺利进展。

丁宜钦同志在领导编纂工作中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我是1991年

冬接王令之同志的班主持财政工作的。志稿打印成册后，分送审

阅，开了3次评审会，请州领导和本局同志评审、局内各科室评

审、各县市财政局评审，征得了许多宝贵意见。根据这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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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认真研究，调查核实和精心修改，共修改和完善了900余处，

恚书的质量又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此，谨向提出意见的同志们表

示谢意。

我认为州财政志是一本好书，值得一读。特别是全州在职的

财政干部都应该认真地读一读，“以史为镜’’，更好地坚持“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速改革开放，为振兴我州财

政经济而努力工作。

1992年9月17日

}



凡 例

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志是《湘西州志》丛书之一。

本书遵照《湖南省地方志质量标准》及《湘西州志))丛书编纂工

作基本方案及若干问题通知的要求进行编纂。

二、本志上限不限，下限至1988年。全书自始至终均包括州

辖吉首市、大庸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

永顺县、桑植县，龙山县10县市。

三、本志对湘西自治州建立前的称谓，清代称“湘西9厅县"

(古丈坪属永顺县)，或称“湘西10厅县"(古丈坪建为散厅)，

民国时期至建州前称“湘西10县"。

四、使用货币。清代是库银(两)、制钱(串)。民国时期

是银元或法币(万元或元)。1-948年金元券按1=300万一律折合

法币。新中国时期是人民币，旧人民币按10000=1折合新人民

币。’

五、本志表格多，遵照“文表结合，表随文走，文表不重复”

原则，一般情况表随文走，插入文内，不另书表名，未插入文内

的表，列于文后，均有表名。

六、本志资料来源另设有资料卡片，一般不作注释，个别注

释，多系名词解释，采用当页脚注，便于阅读。

七、“平均每年增长打分累计法和水平法。本志采用水平法。

八、财政各项收支数额均未剔除货币贬值因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