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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源县财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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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人员合影：前左一杨炎、前左三娄琼、后左起赵洪贤、陈国棒、刘学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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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

“财是庶政之母”o理财之道，素被历代重视o“国家事权。兵、民、财

三者而已”o可见，编纂一部翔实完备的财政志，既是惠及子孙的大事，更

有存史资治、服务四化的重要意义。

万源，自明正德十年、(1515年)建太平县以来，历经四百七十余年。

其间虽葺有县志数本，然而记述财政的文字不多，更无体例完善的财政志。

四百多年来，万源人民在大巴山麓，繁衍生息，工耕劳作，默默地创造财

富。在现代革命史上，万源人民为JII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输送公粮。充裕

财政，建立了不朽功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十余年里．万源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财源，增收节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谱写了

新的篇章。辉煌业绩，不可无记，今逢盛世，责无旁贷。

编纂财政志，前无古例可循。疏理头绪，几经琢磨，大凡财政．收、

支、管当为内容。财政之志，别无他记。编写人员以此拟就纲目，广集资

料，历经四载，初稿草就。在此基础上，又日以继夜，一再杀青，志稿终

成o

综览全志，突出了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体现了详今略古、古为今

用的原则，史料翔实，反映了时代特点和万源财政特色。但因万源系历代兵

争之地，战事纷繁，历史资料散失很重，加之编写人员受政治、业务水平之

限，纂述难免不得其体，缺点亦不可避免。但它毕竟是万源有史以来的第一

部翔实完备的财政志，必将为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促进开源节流，振兴万源

经济贡献绵薄之力。

荔再l唆
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



(627年)废州省县入宣汉。五代十国时期(907—965年)，．于今旧院坝置明

通院．为“伪蜀催科赋税之地”(<元丰九域志>)o宋大观元年(1107年)升

明通院为县，直至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省入通川I县。明正德十年

(1515年)置太平县(治今太平镇)，民国3年(1914年)更名万源迄今。

纵观县政兴废与交替，自东晋元熙至今一千五百余年间，县境曾建有县、

州、郡、院约千年有余。其间，以专司“催科赋税”的明通院即近二百年。

悠久的理财史为财政志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却为编纂工作带来重负。但

编纂者无畏寒暑，博集资料，审慎取材，科学编排，文约事丰，尽力追溯事

物发端，力求系统、准确地记述万源财政历史，几度春秋，终成志书，为党

政领导决策提供了一部“通古今之演变．知历史之嬗递”的财政通鉴。

鉴往知来。志以资治。我希望全县财政干部认真读志用志，从<万源县

财政志>中去借鉴昨天，认识今天，思考明天，以实际行动谱写财政历史新

篇章o‘

Z耋磁
一九九二年元旦



凡 例

一、<万源县财政志)(简称本志)依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求真存实，秉笔直书。

二、本志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类系事、以事系人，采用编、章、节、目结构设

置篇目．以事命题，标第次序。 ．

三、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据事直书，述而不作．体现时代特点和万源特

色。
，

四、本志详近略远，由远及近．详今略古，统合古今。上限力予追溯．下限一般为

1987年底，地域以历史区划演变为准。 。

五、本志取志、记、图、表、录为一体。以志为主．图文并茂。。专志贵专”，突出

专业。内容以历代政权的财政法规规定范围记载。

六、本志在数据处理上．按历史原貌整理。但人民政府成立后．以历年财政总决算

资料。依1987年国家预算收支科目和1986年预算外资金收支科目l：l径整理。并将

1954年以前通行的人民币(简称旧人民币)按1万元折现用人民币l元计列。

． 七、本志用第三人称书写，直书省、地、县名。为节省文字． “四川省”简作

“省”；“达县地区”简作。地区”；“万源县”称“县”、“县境”等。重复使用的各种简

称，均在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并注简称。

八、为真实反映历史面貌，本志对各时期的党派、机构、职务、地名均以当时名称

为准，但用古地名则注明今地名。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金石、文献资料和部分经考辨核实的口碑资料，为节省

篇幅，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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