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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塑缝丛鲎鲢

◆《凉山彝族自治州税务志》

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合影

● 州委老书记旌嘉

明、老州长瓦札木基，州

地方志编委副主任，原

州人大副主任宋德成等

老领导参加志稿评审会



▲州、县、市税务局

局长合影

▲ 州党政领导出席税

务工作会议(前排左起

州政协副主席谢开明．

副州长肖光成，原州委

书记施嘉明，州委副书

记朱洪明)。

．．州局领导在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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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州局机关大院

．一州局和州检察院联合

召开税务检察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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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税务干部在西昌烟

厂了解卷烟生产情况和

问题，为领导进行促产

决策提供依据。



A获省、州、市“文明税务所”称号的西昌

市三岔口税务所

◆全州税务系统第二届职

工篮球运动会开幕式

●全州税务系统文艺会演节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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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税务机构分布图



编纂领导jrJ、b组暨编写组人员名录

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伍 呷

副组长：杨受锩

成 员：刘家钰 肖祖基 范正榜 张光珍

编写组

主 编：

编 辑；

扉页题字：

摄 影：

李先楷

凌宗德 高维新．

杨受镕

李树春 刘 强 郭念东 邓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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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彝族自治州税务志

审稿人名录

施嘉明：男，彝族，原州委书记，州志编委顾问。

瓦扎木基：男，彝族，原州长，州志编委顾问。

宋德成；男，藏族，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志编委副主任．

列索子哈：男，彝族，原州民委主任，州志编委委员．

王林吉：男，汉族，州志编委副主任，州志办主任，州志总编，州志办审稿小组组长．

安伍合。男，彝族，州志编委委员，州志办副主任，州志常务副总编，州志办审稿小组副

组长，助理研究员．

邹开成：男，汉族，州志办调研员，州志办审稿小组副组长，编辑。

徐舍予，男，满族，州志副总编，州志办审稿小组副组长，编辑。

赵族平t男，汉族，州志办审稿小组成员，农艺师．

吴德翔：男，汉族，州志办审稿小组成员．

李正清：男，汉族，州志办审稿小组成员．
‘

王小建：男，汉族，州志办审稿小组成员．．

杨受锩；男，汉族，州税务局局长。

伍 呷：女，彝族，州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
‘

王炳文：男，汉族．原州税务局局长．

马光荣：男，回族，原州税务局局长．

吉克尔格t男，彝族，州税务局副局长．

苏志明：男，彝族，州税务局副局长．

刘家钰：男．汉族，州税务局调研员，州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张光珍：女，汉族，州税务局行政管理科科长，州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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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税务志》是凉山州首次以税收内容编修的反映本地区税务工作历史

和现状的部门志书。旨在了解我州过去这项工作的发展变化及其经验教训，给当代和后世

提供借鉴，达到。存史、资政、教化”，古为今用的目的。

本志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力

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以正确的政治观点，比较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

1840至1990年间我州税务工作的历史．着重1950年后，特别是再现1978年以来，在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全州税务干部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以法治税，推进税制改革，努力培植税源，强化征收管理，大力组织收

入，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为发展凉山经济争做贡献的工作实绩和精神风貌。通

过以事系人，热情讴歌税务干部、职工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产增收和征管工作中不断

涌现出来的先进业绩．寓时代特色、民族地区特色、税务工作特色于志书之中。志书体例

比较完整，结构层次比较清晰，横排纵述比较得当，语言比较朴实鲜明，对于了解和研究凉

山税收很有帮助，值得一读。

本志书依照地方志‘‘横排纵述”的特定编纂形式和部门志“小而全”的要求，分?-J另IJ类，

比较详细地记述凉山州上下限内150年间税务机构、税收政策、征收管理、税收计会、促产

增收、队伍建设、税收科研七个方面的历史演变和兴衰起伏。这对于承先启后，发扬优良传

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盛世修志，自古皆然。在全州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改革不断深化，经济日趋繁荣的今

天，州税务局遵照州地方志编委的统一部署，在州地方志办的具体指导下，组建编纂领导

小组和以有较丰富经验的离退休干部为主体的写作班子，积极开展工作。为使志书能够客
7

观地反映我州税收历史的本来面貌，坚持以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参考有关税务资料，结

合口碑材料，认真核实考证，决定取舍，求实存真。编写组三位老同志在各方面配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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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凉山彝族自治州税务惠

下，历时三年多，获得370多万字资料，三易其稿，完成36万多字的志书。

由于编修税务部门志是一项新工作，缺乏经验，加之时限跨度大，税务机构几分几合，

有的历史资料散失等原因，不免有疏漏差错，请读者指正。

回顾过去，既有成功和经验，也有曲折和教训，展望未来，生机盎然，前景光辉．为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州广

大税务干部正在迈开步伐，开拓前进。借此良机，我谨以凉山州税务局税务志编纂领导小

组的名誉，向指导、支持、协助我们修志工作的有关单位、有关同志和直接参与修志工作的

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I

彩复铬
199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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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凉山彝族自治州税务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按照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凉山(含原西昌地区)税务历史和现状的

本来面貌。涉及1950年3月27日本州解放以来政治运动和重大事件的记述，概以中共中

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决定取舍．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

二、本志书上限断自1840年，下限截至1990年．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

则，重点记述凉山州解放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税收的发展变化，个别特殊

情况适当追溯延伸。

三、遵循方志“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传统，。横排纵述”的特定编纂形式和横排不漏

项、纵述不断线的原则，分门别类、比较详细地进行记述。

四、本志书按篇章节三个级次安排归属，节以下的项目用汉字一、二、三⋯⋯和(一)、

(二)、(三)⋯⋯．个别章节尚需分级次时，用l、2、3⋯⋯排列。

五、体例以志为主，记、述、图、表、录综合运用。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必要时也引用较

通俗的文言和成语。使用史料时照录原文加引号．记述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分别插在

文字段落和有关章节之后，以补充文字叙述之不足。

六、农(牧)业税，契税、农林特产税和未开征的工商税种，本志书未作记述。

七、本志书对历史上朝代纪年，仍用当时通用纪法，如。道光”、“民国”，在首次出现本

朝代纪年时，夹注公元纪年，再次出现不加夹注。

八、解放前后的划分，以西昌1950年3月27日解放为准。共和国建立前后以1949年

10月1日划分。 ．

九、货币名称、单位，解放前保持当时的原状，解放后，以人民币为准。1955年3月1

日以前的1日人民币，按规定换算现行货币． ．



2 凉山彝族自治州税务意

十、文字、数字、专用名词、术语、计量单位等分别按照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出版

局、国家标准计量局等的规定处理。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附录为准．但由于税收的特殊

性，计量单位按财政部税务总局和国家税务局的统一规定记述。

十一、凉山彝族自治区(州)建立至西昌地区建制撤销期间(1952．10一1978．10)，因行

政区划的变动需分别记述的事项，按事物出现的先后次序并列编排。

十二、对本州税务工作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有较大贡献和影响的生人，采取“以事系

人”记入有关章节之中。
‘

十三、根据州政府(1993)45号文件批复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凉山彝族自治州

志编纂总体设计方案》的规定，不设凡例，改设编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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