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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县财政志》编纂人员名单

第一届【1 987～199 1)

编纂领导小组：赵传壁 宗耀坤 董锐甲 周云先

主 编：周云先

数 据：刘云品

第二届(2007～2008)

编委会

主 任：杨美琼

副 主 任：杨玉林 杜洪耀 梁银辉 和 义 旦从文

成 员：周达松 李浩城 李银梅 和家祥 张子康

陈 林 丁国兵 和耀春 赵 龙 金莲薇

陈贵生 和国志 取 批 高学才 杨志才

王朝新 陈向光 和金明 和耀忠 杨灿春

赵泉农振华

编委会办公室

主

成

主

任：杜洪耀

员：周达松 李浩城 赵 龙 李继英 黄 燕

江红梅赵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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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县财政局局长 杨美琼

民以食为天，政以财为基。在社会制度不断演进和国家体制不断健全的历史进程中，财政扮演着

日益重要的角色。从国家层面讲，财政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

重要工具，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稳定、安全的重要体现和有力保证。从地方政府的角度

而言，财政又是保障各级政府机构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各项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

在香格里拉各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中，香格里拉财政充分见证了“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

富”的经济社会发展定律。财政也伴随着封建农奴制的寺院经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脚步，步人了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沐公共财政阳光的公共财政建设新时

期。回顾过去是为了总结经验和规律，指导今天的工作。让我们分两个时间段，再次回顾新中国成立

以来香格里拉财政不平凡的发展史。

对于全县各族人民来说，1950年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从此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从

农奴社会一举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终于当了家，做了主。对于财政人来说，1957年是全县财

政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一年。伴随着自治州成立的喜讯，在1950年成立中甸县财政科、1952年设

立总会计、1953年建立县级总预算的基础上，1957年虽县级预算仍由丽江专署代管，但财政职权初

步下放，“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初具雏形。现在回过头来看香格里拉财政起步时的收支数据，或许

我们都会觉得极其不起眼，甚至感觉到不值一提。但历史具有延续性，没有当时的艰难起步，就不会

有现在的辉煌；没有起点的支撑，就不会有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财政起步的28年艰难岁月里，

财政人与全县各族儿女一道，在毫不气馁的执着追求中实现了财政收支的逐年增长。1977年财政收

入完成404．18万元，比1950年的5．29万元增长了76倍之多；相应的财政支出1977年完成376．63

万元，比1950年的2．40万元增长了157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义财政制度的建立，

巩固了藏区社会主义政权，改善了藏区一穷二白的面貌，为“翻身农奴把歌唱”提供了一定的物质

基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下发挥了财政特有的历史作用。

1978年，香格里拉县财政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特别是国家出台一、二次利改税和分税制财政管

理体制后，得益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财政工作也步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虽然在

此期间香格里拉财政也面临了天然林的全面禁伐，导致“木头财政”的坍塌(“八五”及“九五”

初全县财政收入的80％来自砍伐木材相关产业)；州对县财政管理体制的出台，导致有限税源的分流

和县级上解支出的增大；国家税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农特税的取消和所得税分享比例的大幅调整，

导致地方税源严重“缩水”；社会保障、住房制度和国有企业、教育卫生体制等各项改革的实施，需

要财政承担的改革成本日益加大；财政供养人员的不断增多，工资标准的提高和维持机构运转的行政

成本逐年增大，导致财政基本支出水涨船高；各项国际国内贷款的纷纷到期，财政还款压力日益加

大，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激化等众多挑战。但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香格里拉财政人没有怨天尤人，

更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在思想上树立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服从大局、服务发展的大局意识，在行动

上变压力为动力，在挑战中寻求机遇，在改革中寻求发展。始终贯彻“立足发展，抢抓机遇”的八

字方针，始终以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帮助为外动力，以强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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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县财政志

政管理措施为内动力，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对困难地县财政转移支付

力度以及先后被列入全州唯一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全省财源建设重点县、县域经济试点县、全省

第一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等机遇，强化财政管理，深化财政改革，硬化财政监督，扎实推进财

政事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2007年香格里拉县财政收支再创历史新高，全县财政收入总计5 1423

万元(包括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018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41235万元)，比1950年增长了近9721倍，

比1977年增长了近127倍。财政支出规模进一步壮大，2007年全县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完成49936万

元，比1950年增长20806倍，比1977年增长133倍。

回顾香格里拉财政走过的风风雨雨，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财政经济发展史，我们深深地体会

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在财政工作领域产生的巨大力量。

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对集边疆、民族、贫困、高寒“四位”一体和

云南省唯一藏区的关注、关心和关怀。我们也坚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引下，构建和谐社会的推动

下，香格里拉的财政实力会日趋增强，香格里拉的财政管理会日趋规范，香格里拉的财政事业定会蒸

蒸日上。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修志书是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大事和好

事。为了客观、全面地记载香格里拉财政发展的进程，我们组织编纂了《香格里拉县财政志》。在编

纂中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客观反映的原则，做到结构严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志书以财政

组织机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财政监督五个章节，全面、客观地记载了香格里拉财政

的发展演变进程。我们也相信通过编纂专业志，将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对全县财税

干部和研究全县财政经济工作者有一定的参阅价值。

编纂志书是一件责任重大，也非常辛苦的工作。借此，谨代表全县财政工作者，对付出辛勤汗水

和努力工作的几届志书编纂工作人员和关心、支持、帮助本志编纂工作的有关领导、部门、同仁以及

离退休老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需说明的是，由于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多，查找和核实资料量大，加之历史资料散失不

全，书中难免存在遗漏和错误，恳请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热心读者给予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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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地方志工作条例》为规范，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翔实、

全面记载香格里拉县财政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形式，按照略古详今、横排竖写的原则，资料收集时

限上溯明代，下限至2007年12月31日，个别重大史事顺延至发稿日止。

三、纪年。民国前均沿用朝代纪年，并相应加注公元纪年。

四、度量衡。旧衡每市斤为十六两。采用斗制时，一般泛指中斗，每斗折合今衡24

市斤。京斗即小斗，每斗折合今衡15市斤。每二京斗折合一大斗，即今衡30市斤。

1950年后人民币，均以现币(新人民币)为准。旧人民币折算为新币计列。

五、资料。历代财政所收集资料，主要出自于清光绪十年吴自修所编《新修中甸志

书稿本》和民国二十一年、民国二十八年分别由和清远、段绶滋撰修的《中甸县纂修县

志材料》、《中甸县志》以及中句县档案馆所存民国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

以香格里拉县档案馆所存资料和香格里拉县财政局档案室资料为主。其数据资料以县财

政局历年年终决算报表数据和决算批复为准。

六、2001年12月17 El，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故之前统称中句县，之后统称

香格里拉县，一般叙述时泛称香格里拉县。

七、由于《香格里拉县财政志》下限写至2007年12月31日，2008年5月份出书

时，上级财政还未下达2007年的决算批复，因此，2007年的收支相关数据为财政报表

数，有可能与决算批复有一定的出入。相关单位或个人在查询2007年收支数据时，请

以决算批复为准。同时，在财政支出一章中，由于2007年实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使

用新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各项支出与以前年度口径发生了变化，明细支出情况不能与

以前年度同在一起进行反映，所以，单独设置2007年各项支出一节进行反映。

八、对于附录部分内容，只对其错别字进行修改，其余内容保持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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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县财政局1 98 1年-2007年历任局长

赵传壁
(1981．7—1989．7)

一

张忐军

(1995．6—1998．4)

(1998．9 2000．7)

宗耀坤

(1989．7—1990．4)

杨仕泉

(2000．7—2003．5)

n

▲-
董锐甲

(1990．4—1995．6)

杨

(1998．4

F义
1998．9)

杨美琼
(2003．5—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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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许宏才到香格里拉县
指导工作时与职工合影



香格里拉县财政局全家福

香格里拉县财政局班子成员

左起：纪检组长和义副局长杜洪耀局长杨美琼农开办主任旦从文副局长梁银辉



农业综合开发

金江镇兴文村山水碧田间渠系工程

建塘镇吉迪村排涝工程

上江乡仕旺村损毁修复工程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验收会议

松茸园区建设

蚕桑基地建设

蠛卜"o．岔一臻vr卜一



扶贫帮扶

香格里拉县财政局局长杨美琼到新农村建设联系点调研

香格里拉县财政局局长杨美琼到上江乡木肯不社看望贫困农户

香格里拉县财政局为挂钩帮扶点引来了 香格里拉县财政局为新农村建设联系点新
“幸福水” 建的篮球场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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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县财政局2006年度工作总结大会

蕊渤馨觖

香格里拉县2007年度财政决算布置大会

香格里拉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 香格里拉县农民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培训会议

作布置大会

全县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动员大会



活动

参加全县：颂廉政知荣辱

树新风；歌咏比赛

中共迪庆州州委常委香格里拉县县委书记彭耀文同志与参加歌咏
比赛的全体财政干部职工合影

开展健康向上的工会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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