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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县长黄才华在志稿评审会上讲话。

沭地区行署财政局督导员侯尚林(左一)和财政科研所所长何廷芳(左二)在

平审会上分别作了讲话。



．_包君发同志在志

稿评审会上介绍编

写志稿情况。

V《恭城县财政志》

编写领导小组成员

在审议志稿。

左起：

李克光、包君发、石

绍芝、何小萍、马锦

『埘



．．《恭城县财政志》

编写领导小组成员

合影。左起：何小萍、

李克光、包君发、石

绍芝、马锦丽。

}加《恭城县财政志》评审会议与会人员合影(左起)

一排：汤振球、黄芳庭、侯尚林、何享钜、林敦贤I

二排：韦超隆、何廷芳、何小萍、李克光、周培丰}

：排：林慧娟、李轻微、唐型钊、唐时睿、蒋智；

q排：龚厚桂、伍胜华、邵必强、覃世烁、柯文雄。



▲《恭城县财政志》编写小组成员合影。左起：余盛才、李克光、柯文雄。

▲县财政志评审会场一侧。



丫晒制月=；罡

卜恭城沙田柚



《恭城县财政志》编写领导小组

组长：包君发
组 员：李克光 罗德兴 石绍芝 何小萍 马锦丽

编写小组

主 编：李克光

编 写：李克光 余盛才 柯文雄

审 稿

桂林地区行署财政局 何廷芳 伍劲松

恭城瑶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 唐时睿 黄 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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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40年来，特别是1 978年12月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

行改革开放，县经济高速发展，财政收入直线上升，时值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大潮奔涌，百业兴旺，政顺民和的峥嵘岁月，《恭城县财政志》

脱稿问世。

本志通过横分门类、纵贯古今的记述，较客观地反映了恭城财政

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新旧社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财政功能和它的

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充分体现了国家财政在行使政府职能中“分

配、调节、监督”的作用。人们只有了解了财政的功能，才能真正认

识它的意义，只有社会主义的财政，才是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财政。

解放后的恭城财政，在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一系列方

针政策指导下，通过合理的积累和分配资金，促进县经济和各项事业

的发展，以及稳定社会、改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诚然，县财政和县经济一样，也经历了一

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其间，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

搞好今后财政工作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治区财政厅指出：“编写《财政志》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两个文

明建设的需要，是我国进行各项重大改革的需要，是教育后代、继往

开来的需要，对资治、教化、存史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十

分必要的。”愿本志能为现在和今后从事财政工作的同志，提供历史借

鉴，对读者有所裨益。

包君发
1 994年5月



凡 例

一、本志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

求是、述而不论的原则，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地记述恭城财

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机
构人员、附录组成，共4编13章40节，有关章节后辅以图、

·9表。
。

三、体例。按。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分编章节目记述，力求体

现各个时代之财政特点，形成有顺序、有组织的有机整体。

四、断限。上限自有史料记载的年代，下限至1989年。附1990年

——1991年县财政有关基本数字统计表。

五、历史纪年。清代用旧纪年，年号用汉字并注明公元纪年；民

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首次出现时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 。

六、文体·记述用语体文和规范简化汉字，引用历史资料原文除

外。

七、称谓。历代政府、职官、行政区划均接当时称谓，地名均用

现标准地名，必须用古地名、曾用地名时注名今地名。

八、计量单位。清代按当时法定或历史习惯记述；民国以后，按

国际标准制记述。

九、货币单位。以各个时期通用为准。建国初期所用的旧人民币

金额，均折合现行人民币计值。

十、数据。建国后的财政年度决算数，以自治区财政厅和地区财

政局核批为准；其他数字，以县统计局为准，统计局缺的，用

主管部门的数字；总产值除注明年度不变价外，均为现行价。

十·、资料来源。县财政局、县档案馆和有关部门，桂林市图书

馆、桂林地区行署财政局，自治区财政厅，概况及调查，口

碑资料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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