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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城区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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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城区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朱开亮

成 员：张文山 车风启 孙晋荣 黄少华 黄礼轸

王德法

《峄城区税务志》编纂室工作人员

蔡华亭王瑛

主编：蔡华亭

主审：朱开亮孙晋荣

摄影：苏广志 孔庆宽

制图：李兴波

封面题字：孙晋珠

校对：孔庆宽蔡华亭

李兴波孔庆宽孙中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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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嘲钧帜

枣庄市税务局原局长题词

头乙



缉多淑习又纺予即

缝陛闰氏二乏一舻
枣庄市税务局局长题词 ∥‘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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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政府区长题词

七口求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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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结过去◆探索未豢◆∥

把祝务7吓提高胡lIl吁

枣庄市峄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题词

五扎．兽1萝砖夕母



。，。扭警，#§l善I￥gc￡警}

l『·I·--P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序

： p

《峄城区税务志》经过编纂人员和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今天出

版了，这是全区税务战线上的一件大事，它将对我区税收工作承先启

后，继往开来，发展、振兴峄城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

为研究峄城的过去，汇集了一宗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

峄城为老峄县故地，枣庄市行政区划就是在原峄县基础上发展形

成的。因此，要研究枣庄市税务史，实必先研究峄城税务史，其价值

自不待言o

《峄城税务志》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峄县税务局从清末到一九九。

年税收工作的发展变革过程。

1962年峄城建区后，全区税务干部，职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进行了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工作，正确执行党在不同时期的税

收政策，为国家和人民积聚了大量的资金，对发展和建设峄城做出了

重要贡献。．

《峄城税务志》依税收工作内容分类，按时间更迭顺序，全面总

结了赋税制度，税收管理体制，税收计会统及票证管理、农村税收、

机构设置，人事任免等项内容，详实地记述了峄城税务工作不同时期

的发展状况。

峄城区税务局从1986年就着手编写峄城税务志的工作，于1989年

正式成立了编修史志领导小组，聘请了离休干部蔡华亭同志负责整

个编修工作，后又在区史志办公室的帮助下，经过两年多的集中编

．1 Q
；戥，F．暂《素；私雾。喜f￡，玺《善置￡‘4杀l；短譬鲁#奄遘罨蓐；



修，一稿于一九九一年八月形成，又经过进一步广泛征求意见，对部

分章节作了调整，对一些数字又作了进一步核实，现已成书。

《峄城税务志》从调查材料到集中编写修改和征求意见，这一漫

长的工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写真、写实这一科学态度，客观真实地反

映了峄城税务工作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峄城税务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峄城区税务志编纂领导小

组向关心、支持、帮助特别是从事编写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

的谢意o

朱开亮

199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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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书编写，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原则。

二‘采用记、志、传、录，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以语体

文，记述体编写的方法。

三，断限时间，原则上是上限1 840年，下限断于1990年，但个剔

章节为便于记述亦作了必要的上溯。
’

四、本志为横排纵写，分章、节、目，约计15万字。内容包括：

追溯了峄县清末，民国时期税务简史，略记了建国后各时期的税收机

构设置，管理体制沿变；较详细的记述了赋税制度改变，工商税种演

变和征管方法；简述了峄城区税务系统党、团组织建设，人员培训；

收录了部分时期的税收收入和减、免税数额及有关照片，并将对税工

人员职责，要求方面的有关规章制度附录于末卷。

五，记事用字：凡牵涉朝代、帝号均沿用史书惯例；凡属数字，

公元年号，一律用阿拉伯字码；成语中数字用汉字；建国前的纪年，

按当时习惯称谓用汉字书写，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

公元纪年。

六、资料来源；历史资料，主要查阅档案、史书、峄县志；建国

后资料，属工商税收法令、条例，均依照中央．．省、市各个时期制定

下达的文件系统整理；原峄县有关税收资料来源于济宁市、枣庄市档

案馆；其他有关资料通过查阅文书档案，召集财税老干部座谈、回

忆、面访记录整理；近期的资料，主要由局内各股、室有关同志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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