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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百

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是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在国

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财政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历代剥削统治者，凭借手中掌握的财

政大权，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财政成了剥削人民的工具。1940年

单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财政才真正回到人民手中。在中国共产

党和民主政府领导下，我县财政r作认真贯彻执行了“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财原则，

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着手，积累资金，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期间，筹粮筹款，征集物资，支援前线武装部队和党政人员供给

任务的完成。在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地方财政有力地支

持了工农业生产，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的提高，使我县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为研究县级财政的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给现在及今后从

事财政工作的同志提供原始资料和历史借鉴，编写县级财政志无疑

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

编篡财政志，是我们财政系统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本县财政

部门的一项资料性著作。通过修志，可以全面地保存地方文献，积

累历史资料，《单县财政志》用大量史料，系统地反映了单县财政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等时期的经济结构，分配

关系、收支情况、管理制度等历史事实；反映了单县工商企业、农

琳水、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这些资料是十分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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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当前和今后财政工作，都富有参考价值。

本志的编写，我们本着忠于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虚

美，不掩过，既如实反映财政工作的成绩经验，又坦诚公布失误教

训。在具体编写过程中，以较大幅篇，重点反映了建国后37年来财

政工作的重大变化，做到详今略古，重点突出。

在编写之前，我们特地邀请曾在财政局(科)工作，现在离退

休的老同志座谈，他们对修志投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责任感，详实

提供了一些珍贵历史资料和自己对财政工作亲身体会，在此表示衷

心感谢。单县档案局在我们编写过程中也给予很大帮助，在此一监

感谢。

、 由于我们编写组业务、文化水平有限，再加搜集资料困难，书

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和财秀同仁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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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尽力追溯，下限1986年底，共计百余年。

二、内容：本志共分六章二十一节，在正文之前有：凡例，财政

管理示意图、图片、合影、《财政志》编篡领导小组成员和编写人

员名单、概述、财政收支示意图、财政大事记。正文中专章专节详

述各项财政工作情况和历史沿革。

三、体裁：采用编年本末体，以时为径， 以事为纬，取记、

志、传、图、、表、录为一体，以志为主。图表随志于各章节之中．

本志章下设节，只设章、节两个层次。

四、本志数据的来源，均以财政历年决算和有关历史资料为

准。
、

五．全书资料来源于县党史办．县志办、档案局、菏泽地区财

政局和本局文书档案中的有关资料，以及函调、走访离退休干部、

知情老人口述资料。经核实考证之后，、选择使用。为节省篇幅J，参
考资料未加详注。

‘

．

六、有关人员名录，凡在编志期内曾在本局任职的，均列于有

关章节之中，表中未列到的，均另列名为记。涉及人名时，直接冠

以姓名，未用“同志”或职务称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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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东与江苏省的丰县临界，东南与

安徽省的砀山为邻，南与河南省虞城县，商丘以黄河故道为界，西、

。， 酉北和北面与本省的曹县、成武、金乡县接壤。全县总面积I，66 1．52

平方公里．现辖29个乡、8个镇、2480个自然村，949个村民委员

会，共204，251户，总人口929，178A，男468561人，女,160617人。总

人口中有非农业人口55694人，全县实有耕地1474999亩，农业人口

每人平均占有耕地1．689亩；公路交通四通八达，是定一砀公路与

济一商公路的交叉点，有东至徐州(路经丰、沛两县)，西至开

封、郑州的直达班车，往南是单一虞公路的终点站。．

全县境内均系冲积平原，地质以青沙地为主，。间有淤沙两合土

地，故道上滩是肥沃的淤土地带，故道北岸(县南边界)数十里长

的沙滩地带，故道以北有几十里长的堤下涝洼盐碱地带和旧河道沙

滩，均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

十余年的治理改造，沙碱地大为减少。单县的国营林场、苗圃．园

艺场四个单位占地26247亩，全利用沙滩建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更进一步调动了沿河地区的人

民开发利用沙碱地的积极性，经过几年的治理，现已有的变成良

田，有的已植树造林或栽种蒲苇等，均收到显著效果。

清代以前，单县尚无专门财政机构，赋税的征、解，由知县指

派专人司管，征收的银两上解朝廷，官员的薪饷由朝廷拨付或从上

解银中坐支．清束光绪至宣统年间，筹建地方财政管理机构，始称

．一 5



公款局，后虽多次更名j但其任务及权限未变，专司地方亩捐和附

加收支；民国初期，i多沿清制实行国、地财政分设，各负其责，直

至1 934年，建立乡农学校，第三科(地方财政)并入第二科(财政

科)，国地财政机构合二而一，统称二科，分别管理国税和地方附

捐。1937年日本侵略军(以下简称日军)侵华，1939午2月，日军
。

侵占单城后，建立伪政权，设立县公署：此时，国民党县政府已名

存实亡。地方顽杂军和土匪混在一起，兵匪难分，为非作歹，视外

敌而不抗，以勾结日伪而苟安。1 9 40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单县

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人民积极抗战。至此，单县逐步形成共产党、

国民党、顽杂军与日伪政权三方对峙的局面。单县抗日民主政府内

设有专门的财政管理机构一一县政府财政科(称二科)。其主要任

务是：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取得广大人民的信任与支持，积极

筹粮、筹款，征集物资支援前线；保证地方党政机关和武装部队的

．供给，以争取抗战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单县全体

财政干部和全县人民一道，付出了人力物力以至生命，为解放单县

和解放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1 949年到1 952年，党和政府制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一系列

方针政策。这时财政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财原

则，理顺国家财政的集中统一，减轻农民经济负担，保证完成国家

财政收入任务和各个机关单位的人员生活供给，．建立健全财政管理

制度，严格执行财经纪律。

从1953年起，国家央定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财

政体制实行中央、省(市)、县(市)三级财政。单县正式成为一

级财政，建立总予算单位。开始编造财政收支予决算，省直接管到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_—●

--_-●
·-·--

县，省对县的财政收入，划分地方固定收入、固定分成收入和调剂

分成收入三种形式，各项支出由省核定．收大于支的，上解省；支

大于收的，由省补助：。～‘又‘{⋯

由于财政管理体制的变化，单县的财政收入也开始发生变化，

由主要取之于农业，转变为主要取之于社会主义工商业，由供给型

的财政，转变为建设性的财政。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收入逐

年增长，支出逐午扩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

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消除了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咿左”

倾影响，单县的财政收入进入了一个新的腾飞阶段。财政支出的投

向，主要是用于2-．农业生产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全县财

政总收入，以1953年为基础(1 9 5 3年各项收入为238万元)和'1 9 86

年(1 986午各项收入为1307万元)相比，三十四年增长18．2倍；财

政支出，，1953年为1 43万元，1 986年为3，007万元，三十四年增长2 1

倍。由于财政体制的变化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变化，’1953年全年收入

减去支出，净上交95万元，1986年全年收入不敷支出，相差1700万

元。在收入来源上发生的变化是，1953年单县农业税收入100万

元，占总收入的42％j 1986年农业税收入300．5万元，占总收入的

23．1％．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提高，在农民负担所占

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上，也有很大变化，就以下四个年份为例j分：

别为：1956年农业生产总值为896l万元，农业税收入298万元，占’

产值的3．32％，1966午农业生产总值为9277万元，农业税收入208；

万元，占产值的2．24％，1976年农业生产总值为10，700万元，农业．

税收入197万元，占产值的1．840／o，1986年农业生产总值为32，115

万元，农业税收入301万元，占产值的0．93％；县级财政支出，建国：

初期，国家财政仍极其困难，单县更是如此，所有财力，只能维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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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急需的开支和人员经费．干部、职工实行

供给制．教职员工只能领到较低标准的生活费(小学教师最高领到

小米160市斤)，教学和机关工作条件很差·1953年的财政支出总

额为143万元，其中，用于农林水利事业费1．8万元．占总支出的

I．30h；文教卫生事业费66．1万元，占总支出的46．2％，优抚及救

济支出1 2．2万元，右总支出的8．5％，行政支出56．1万元，占总支

出的39．20h，1966年，财政支出总额为53 5万元，为1953年的374％，

其中，用于农、林．水利事业费78．2万元，占总支出的14．6％，

用于文教、卫生、科研事业费2 1 5．7万元，占总支出的40．3％，用

于优抚及救济支出90．9万元，占总支出的17％，用于行政支出

105．8万元，占总支出的19．80h；1 976年，财政支出总额为1097．7

万元，为1953午的767％，其中，用于农、林、水荆事业费180．6万

元，占总支出的16．5％，用于文教卫生科研经费453．2万元，占总

支出的41．2％，用于优抚救济支出75万元，占总支出的6．8％，用

于行政支出及其他支出219．677元，占总支出的20％。1986年， 财

政支出总额为3007．2万元，为1953年的2100％，其中，用于农林水

利事业费224．1万元，占总支出的7．5％。用于文教卫生科研经费

1339万元，占总支出的44．50h，用于优抚救济支出的774．4万元，

占总支出的9．i oh，用于行政支出及其他支出217．1万元，占总支出

的20．50h，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生产的增加，财政收入的稳

定增长，教职员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也有不同程度

的增加，其增加的幅度为(只包括由财政拨款的金额单位)，1956

年每人每月平均为46．70元，1966年为43．1 o元(由于新增人员工资

较低，比上十年的平均工资略少)1976年为4 1．00元(原因同

上)，1986午107．70元。各企业和集体单位的人员也都有相应的
8



增长． ．

随着财政收支的增加，财政机构和财政工作人员相应增加，

1986年底财政实有人员29人j为1953年的三倍，全县37个乡镇都建

．立了财政所，共有财政干部56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年来，单县的财政工作，。在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下，在执行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时，取得了很大成绩，

起到了财政工作的职能作用，发挥了财政支援建设的积极作用。但

在“左”倾思想影响下，也曾出现过失误，主要是1958年受浮夸风

的影响，曾一度给财政工作造成混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财

政机关被冲击，财政人员被下放，各项规章制度遭受严重破坏，给

国家财政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八年间，单县的财政工作，发展较快，目前，正为振兴单

县的经济，开创单县财政工作的新局面，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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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大事记

(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

l 9 4 0年(民国2 9年)

3月，单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政府内设财政科，

科长昊明远。

财政实行自筹自给，分散管理。后随着政权的巩固和解放区的

扩大，逐步实行自给自足，分散管理的方法，直至建国。

l 9 4 1年(民国3 0年)

夏、秋，湖西地委颁发了“整理田赋，推行累进税率，实行合

理负担”等十大政策，单县县委贯彻了这一政策，减轻了人民负

担，，受到贫雇农的欢迎。

1 9 4 2年(民国3 1年)

1 2月25日，日军扫荡之后，又在湖西地区推行伪化，囚笼政

策，大修岗楼和碉堡，碉堡与碉堡之词，挖沟筑堤，建成封锁线，

西起郭村经范堤口、。龙王庙到曹马集全长百余里，毁耕地上万亩，

截断交通道路，单县人民深受其害。

l 9 4 3午(民国3 2年)

吴明远调出，王汉英(又名王亚三1任财政科副科长。

1月，单县灾荒严重，党政工作人员每人每天节约小米一两

(小两)，以救灾民。

7月，单县全境发生蝗害，禾苗、树叶被蝗虫吃光者甚多。县

委组织群众进行捕打，以挽救禾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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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 4年(民国3 3年) ．

春，，党政人员响应上级党的号召，执行Ⅳ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方针，．带领群众搞好生产，并在黄堆集种菜30余亩，．以减轻

农民负担．

夏，单县又发生严重飞蝗，党政领导立即组织群众开展突击灭

蝗．

6月22日，县大队进行反抢粮斗争，在陈蛮庄截获日伪军运粮

车数十辆．歼敌40余人一．

6月25日，拔除单县全境的敌碉堡群数十处，～让农民平沟种

地．

1、)月，．王汉英任县财政科科长。

1 9 4 5年(民国3 4年)

3月，县委在白楼召开生产工作会议，布署对群众发放贷款，．

扶持翻身农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9月3日，日寇投降后，抗日民主政府改称民主政府，财政科

长仍是王汉英．

l 9 4 6年(民国3 5年)
．．

春，地委决定：将单县的吴溜、蔡堂两个区划归砀山县。

9月3日(古历八月初八)，国民党军进犯单城。我军政人员

北撤。 ，

： 1 9 4 7年(民国3 6年)

1月25日。解放军光复单县城．地方党政入员也随之回到原地

区开展对敌斗争。

1 9 4 8年(民国3 7年)

3月，王汉英离职，财政科长由马怀田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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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 1日，县政府下达通知，河南敌人活动猖獗，对河南省来

单县活动的干部和武装人员的生活供给，要给予保证。

7月，县政府下达通知，食麦时问规定为：从6月10日至9月

1 1日，其余时间为食米期。

8月2日，县政府下达通知，要求各区深入检查存粮窖麦情

况，规定每窖不能超过500斤，多者不好保存。防止霉烂变质或被敌

人发现，以免遭受重大损失。．

9月19日，县政府通知，冬衣问题：根据专署指示精神来切实

掌握，集体讨论，t民主评议，棉衣不超过三分之二套，r被子不超过

四分之一床，上年发过未损失者不发。

1 o月8日，县政府通知，定于10月1 5日召开区长、财助联席会

议，内容是：检查小麦实际收成，分甲、乙、丙三个等级统计报

县，以便研究公粮负担。

在县政府的一次通知中规定：党政工作人员每人每天供应小米

一厅半，食麦期每人每天供应麦子二厅五两(小两)，不论米麦，

每人每天增发二两，由机关统一掌握，烧柴每人每天三斤半，菜金

折小米1 2两。鞋子每年五双。

1 9 4 9年

2月4日，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印发搿会计规程草案一，研究

试行，并附有收据式样和会计传票式样．

2月，建立了单县人民银行、百货公司、粮食公司等国营企

业． 。 ⋯
．

3月，县政府财政科，从城东西平楼(现时楼乡西平楼村)迁

入单县城东关里路北(现城关镇驻地)．

3月，马怀田离职，财政科长由王亚三(即王汉英)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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