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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县税务志》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灌县税务志))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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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总局刘志城局长(右)视察灌县

时同灌县税务局局长石枉圃合影

税务总局刘志城局长(左一)视察

灌县大理石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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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县菱譬局老同志参加
《灌县税务志》审稿套议

灌县税务局老同志参加

《灌县税务志》审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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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阳税务所

灌口税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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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叉税务所





县局召开所，股长会议布置旺征工作

税务局办舟室

税政股办卉室



计会股办会室

利监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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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为砚究国情，反映本

地区tj。本部门的历史和现状，了解财政税务工作的规律及共经验教

训，丽编写的《灌县税务志》，希望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实现四个现代化，给当代和后世提供借鉴。

灌县地处川西水利枢纽，当阿坝藏族自治州交通门户，是山货

药材集散市场，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建国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工农商业日趋繁荣。税务工作亦向为省内重点

地区之一。然民国时所修《灌县志>>赋税部份，仅于掌故中略述梗

概，语焉不详。建国后，灌县三十年来之税务状况，亦待系统研

究，如不及时整理，则年久事湮，史随人灭。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大力倡导编修新

志。1981年夏，我县县志编修领导小组成立，同时开展专业志和部门

志的编写工作。由是，于1981年10月，组建起灌县税务志编辑小组。

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出于

上对祖宗，下对子孙负责的精神，查阅、采集、整理了二百多万字的

文书档案和历史资料，克服民国时期直、货两税档案散失的困难。

以忠于史实， “述而不作”的精神，两易寒暑，编纂成这部《灌县

税务志》。

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结合史料情况，全书分

上下两篇，十二章，三十三节，十五万字。上篇着重记中华民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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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灌县的税务状况；下篇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1年底灌县

税务工作。内容以税收专业为主，以税种、工作职能为经，：业务活

动为纬，突出灌县地方特点。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方面，作

了一定努力。

编修部门志，系属创举，我们既无前人经验模式可循，加以才

识不足，理论水平不高，因此，记述浅陋、遗阙，甚至错误在所难

免。除对指导、协助、支持我们修志者表示衷心感谢外，一殷切希望

各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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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灌县税务志》是一部记载本县税务工作历史和现状的文献。它为编写县志提

供基础材料，给税务工作人员和热心研究本县税务工作历史的人士提供参考资料。

二、本志上限自辛亥革命起(1 9 l 1年)下限至l 9 8 1年l 2月。考虑到这次

编志中收集的民国时期及建国三十二年问有关税务方茴的一些重要政策法令文件，避免

因年久淹没和今后阅读者方便，择其要者收入文存目录。

三、由予成书时间，财税机构已经分设，故本志内容系按现在业务对口编写，涉及

财政部份从略。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县档案馆的财税档案和四了II省社会科学院省财经志资料、

省图书馆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以及本局保存的文件、报表资料；县志办整理的档案卡

片、旧县志等等方面。也收集了本局部份老同志和社会有关人士一些口碑材料。书中凡

引用史料均加有引号并按章节编号注明出处。

五、记年，以历史朝代记年，如清代的道(光)咸(丰)，中华民国，则书为民国

×年，并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按公元记年。

六、币制单位、度量衡单位，均用当时单位名称，不作换算对比。文内凡涉及统计

数中使用建国初旧币的，一律换算为新币制使用，同时将中文书写数目改为阿拉伯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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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县税务志》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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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隆章、董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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