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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仪陇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严官明

《仪陇县财政局志》经过编辑人员辛勤笔耕，今完稿付梓，与读者见

面了，可喜可贺。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古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镜，治郡

图者以志为鉴"，如今，我作为仪陇县财政局长，仪陇人民的一名公仆，更

加感到必须熟谙仪陇财政的过去，洞察她的现在和明天。

《仪陇县财政局志》的编写人员，在收集、整理仪陇县财政工作历史

资料的基础上，在认真分析、研究各个时期财政政策和制度的基础上的现

在，准确地把握仪陇财政未来发展的方向，把朱总故乡仪陇建设得更加美

好，谱写出更加绚丽的新篇章，对于编纂这本《仪陇县财政局志》非常及

时，很有必要。，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再现仪陇县财政经济的发展历史。坚持“实事求是"，“洋

近略远"，“续前志之无、补前志之漏、纠前志之错、勘前志之误"的原则，

全面记述了1984年至2003年仪陇县财政工作开拓创新、求真务实、艰

难进取、积累经验、发展壮大的历史。

解放50多年来，仪陇县财政在旧中国的废墟上，不断发展壮大，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从单一的供给财政，转为服务与促进经济建设的建

设财政，现正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发展；从单一的管理预

算内资金的财政，转为预算内外资金统筹、调控能力不断增强的综合性财

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仪陇县的财政经济工作迎来历史上

从无有过的持续、快速发展的时期，全县财政努力促进经济发展，加大对

社会发展的支持，强化对社会稳定的保障，不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转变

理财观念和理财方式，取得r丰硕成果。

《仪陇县财政局志》资料翔实，编写力求客观、全面，较为系统地记

述T 1984年以来财政工作历程。这对领导决策、专家学者研究、实际工

作者理财，都具有参考价值，我真诚地希望财政工作者及热心财政工作的

有识之上，应该一览“仪陇县财政局志》，它可以为我们了解仪陇财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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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风雨雨走过来的艰难历程，为建设好仪陇，振兴仪陇提供科学的决策

依据，我深信通过阅读这本财政志，一定能有助于我们增强察兴衰，明得

失的历史透视力，在跨越式发展仪陇特色经济中，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把握历史轨迹，捕捉发展契机，为建设繁荣富强文明美好的新仪陇而奋斗。

《仪陇县财政局志》编写人员，酷暑严寒笔耕不辍，不顾年迈体弱，

人少事繁，数易其稿，情可感，志可佩。值此出版之机，谨向参与编写的

全体同志，表示由衷的敬意。向关心、支持编写工作的领导、部门和有关

人员表示衷：厶的感谢。

‘

：2004年1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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啬台皇兰
刚f 青

县志是记载一个县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物产等

方面的资料性专书。部门志就是一个部门在一个县发展历史的记载。

遵照县委、县政府《续修县志、部门志的通知》，县财政局领导对续修

《仪陇县财政局志>>工作高度重视。2003年5月上句，局党组及时召开

会议，专门研究讨论此项工作。成立了编志领导小组，抽调了编写工作人

员，并组织前往成都、巴中、营山等地学习、参观，随即进入了编写工作。

本次续修《仪陇县财政局志》的历史阶段，正是仪陇县改革开放的重

大变革时期。新形势、新情况、新观念、新事物、新问题、新方法层出不

穷。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编写人员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选用方面，

坚持以档案记载为依据，辅之以必要的采访、座谈材料，经过反复考证，

进行取舍。在此基础上，力争写出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统一，

且有时代特色，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需要的新

的财政志。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按照“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要

求，坚持“续前志之无、补前志之漏、纠前志之错、勘前志之误"的原则，

把握财政“收、支、管”这条主线，突出财政改革的重点，兼顾全面。按

地方志体例、文风的要求，本着“详近略远"的精神，结合仪陇县财政工

作的特点，着霞记述了1984年至2003年财政工作“收、支、管’’的客

观事实，用以体现和突出财政工作进程规律和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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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续编《仪陇县财政局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仪陇县财政工作

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限起于1984年，下限止于2003年，个别问

题可上溯下延。

三、本志在编排上，采取分类记事，横排竖写，按类归属。概述、大

事记后分为1 4章、68节。

四、本志行文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文字记述为主，只记述事

实，一般未作评议，并运用图表、照片分别列于卷首和有关章节中，以填

补文字叙述之不足。

五、统计数字一律采用阿拉伯文字。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公制，必要

时换算成市制。

六、人名，一般直书姓氏，必要时冠以职务、职称。机关团体、企事

业单位和各种专用名称较繁者，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局和县财政局档案室的档案资料，辅之

以必要的知情人El碑资料和报刊文章。入志资料均经反复核实，分别建卡

归档，志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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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人民政府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财政成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保障。半个

世纪以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建立，财政通过接收、改造和一系列改革，社会主义财政逐步建立了一整套更加完

整和科学的管理体制。

仪陇是农业大县，工业弱县，又是财政穷县。财政收支入不敷出，财政工作步履艰

难。但县财政局有一个坚强团结、战斗有力的领导班子，有一支政治、业务素质高、勇

于创新、勤于奉献的职工队伍，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这个大局，认真贯彻党和国家

财政方针、政策，法律、制度，不怕困难，努力工作，开拓创新，求真务实，辛勤耕耘，

1984年至2003年仪陇县财政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1984年县财政预算收入完成680．82万元，1987年县财政预算收入完成1050．4

万元，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1993年县财政预算收入完成3361．2万元，1994年国家

推行分税制改革，划分中央税和地方税，实行中央税每年向地方返还制度。当年仪陇县

财政预算收入完成2979．2万元，加上中央税返还1099．6万元，合计为4075．8万元，

比1993年净增717．6万元。1995年县财政预算收入完成3231．8万元。1996年县

财政预算收入完成4397．7万元，比1995年净增1 165．9万元。1997年县财政预算

收入完成5324万元，比1996年净增928．3万元。1998年县财政预算收入完成655 1

万元，比1997年净增1227万元。1998年至1998年每年平均递增1000多万元，

是仪陇县历史上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最快的年份。

1984年至2003年县财政预算收入合计70115．42万元，平均每年3508万元。

其中：-F商税收入为33756．59万元，占县财政预算收入的48％；农业“四税”(农业

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收入为23032．9万元，占县财政预算收入的33．1％；

税收收入合计占县财政预算收入的81．1％；国有资产收益、罚没收入、行政性收费收入、

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等为13325．93万元，占县财政预算收入的18．9％。据1997年至

2002年统计，税收收入中直接来自农村的税收为16838万元(农业“四税"1 1561

万元，屠宰税5277万元)，占同期县财政预算收入36885万元的45．5％，占同期税收

收入27376万元的61．5％，明显反映出农业县税收收入主要来自农村的特点。

上级补助收入，1984年上级补助收入1002．53万元，1985年增至1759．6万元，



1986年至1989年补助逐年减少，1989年减至12 11．5万元。1990年起补助又逐年

增加，2002年增加到19854万元，为当年县财政预算收入5373万元的3．69倍。2003

年补助2 l 511万元。1984年至2003年上级补助收入总额为105545．13万元，平均

每年5277万元。 ，j。

财政支出逐年增加

财政支出是国家职能运转的财力保证。预算支出包括经济建设支出，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支出，行政管理经费支出，各项补贴支出和其他支出。1984

年县财政预算支出1654．42万元，1987年为2625．1万元，比1984年净增支出近

1000万元。1990年为4283．7万元，比1987年净增支出1600多万元。1993年为

6248；9‘万元，比1990年净增支出1960多万元。1996年为7525．2万元，比1993

年净增支出1300多万元。1997年起，财政支出进入快速增长。当年支出9807万元，

比1996年净增支出1282万元，相当于过去每3年的增长速度。1998年支出为12254

万元。比1997净增支出2446万元，2000年支出为162 18万元，比1998年净增支

出3964万元。2001年支出为20349万元，比2000年净增支出4 131万元。2002

年支出为26207万元，比2001年净增支出5858万元，2003年支出为28746万元，

比2002年净增支出2539万元，比1984年净增支出27091．58万元，平均每年净增

支出1354．5万元。1984年至2002年财政预算支出总计152686．92万元，其中：用

于经济建设的支出为7908．54万元，占总支出的S．1％；事业经费支出87861．08万元，

占总支出的57．5％，事业经费支出中教育经费为35732．1 1万元，占总支出的34．1％；

行政管理经费支出35732．1l万元，占总支出的23．4％；专项及其他支出22289．99

万元，占总支出的14％。

支出重在调整结构，强化管理。一是贯彻“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量入为出，树

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二是坚持支出顺序，按照“一保吃饭，二保救灾，三保农业，四保

教育，五保发展”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安排资金；三是严格控制非工资性支出。2003

年工资性支出为17230万元，占总支出的60．21％。

1984年至2003年上解支出总计5394．31万元，平均每年为269．7万元。

1984年至2003年，有3年实现当年收支平衡，有7年略有结余，有10年当年

出现财政赤字。有15年存在滚存赤字，1993年滚存赤字高达1845．6万元，到2002

年底止赤字全部消化，当年还净结余66万元。2003年又新出现赤字497万元，加上

年结余收入218万元，年终累计赤字279万元。

2003年底止，县、乡(镇)两级负债6．1亿元，其中县级负债1．7亿元，乡(镇)负债

4．4亿元。

财政监督管理日益强化

监督管理是财政工作的重要职能。其主要工作有农业财务管理，企业财务管理，行

政事业财务管理，预算外资金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管理，基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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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投资管理，公费医疗经费管理，会计工作管理，．夕卜资管理，税政管理，非税收入管理，

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乡(镇)财政管理，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工作，政府采购工作，国

债发行等。为做好财政监督管理工作，在具体实施中，一是认真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财

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二是根据上级有关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了各

种管理办法，，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改进

管理办法，做到财政监督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逐步实现了监督管理规范化、科学

化和现代化；三是严格执行财政监督管理，加强日常监督，进行年审，开展税收、财务、

物价大检查活动，查处财务违纪违规行为，维护了财经纪律。

财政改革逐步深化

1983年实施了企业第一步利改税，1985年进行企业第二步利改制。199 1年进行

了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改过去“统收统支”的旧体制为“分灶吃饭一的新体制，县

对区、乡(镇)实行“确定基数，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结余留用，逐年递增，一定三}

年不变”的管理体制，这是预算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划

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撤原仪陇县税务局．分别成立仪陇县国家税务

局和仪陇县地方税务局。中央税由仪陇县国家税务局执收，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

由仪陇县地方税务局征收后分别缴入中央库和地方金库。县地方税务局与财政局合建—～

个党组，直到1998年两局才分别建立党组。1996年进一步完善乡(镇)预算包干办

法，开始实行分轮次承包，一定三年不变。1999年县对乡(镇)实行了“划分收支范

围，核定收支基数，定额补助递减，专项上解分级负担，超收全留。短收自负，一定三

年不变”的第二轮财政包干体制，进一步明确了县、乡(镇)两级的事权和财权。2002

年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定额补助(上解)，分级包干，自求平衡，一定三年不

变”的第三轮财政包干体制。2002年4月，仪陇县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取消过去长期执行的乡(镇)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政府性基金筹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弱￡

和农业特产税。改革村、社提留征收使用办法。2002年县财政局遵照中央、省、市财

政改革有关政策，积极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局内增设国库股，各区设立金库员。
L

财政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

一是大力弘扬“负重创业，团结奉献，求实进取，富民兴县一的仪陇精神；坚持以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为重点，以创“四好”领导班子为主线；以提高局领导班子整

体素质为核心，以增强领导班子感召力和战斗力为目的，认真加强局领导班子自身建设。

二是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加强业务技能培训，严格纪律、规章制度，加强了职工队伍建

设。三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四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五是加

强机关制度建设。六是开展各种活动，创建文明单位。七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改

善办公、住宿条件。

县财政局1984年至2003年的工作实践，较好地发挥了社会主义财政职能作用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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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促进了仪陇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为今后的财政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

国家积累建设资金和保证资金使用效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02年被中共四川省委(以

下简称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授予省级文明单位。先后获得省属有

关部门表彰为先进集体3次，中共南充地(市)委(以下简称地(市)委)，南充地区

行政公署(以下简称行署)，南充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表彰为先进集体7次，

南充市财政局及市属部们表彰为先进集体40次，二中共仪陇县委、县人民政府表彰为先

进集体65次。受到国家农业部、国家科委、省政府及省属部r了、市委、市政府表彰的

先进个人25人次，据不完全统计，获县级表彰的先进个人35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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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84年—．2003年)

1984年

1月24日，仪陇县劳动人事局，以仪劳人干[1984123号文同意任命闫习刚任仪陇

县财政局(以下简称县财政局)人秘股股长；吴泽春任县财政局企财股股长；陈树海任

县财政局农财股股长；祝清明任县财政局预算股副股长。同时免去唐克喜县财政局预算

股副股长；董明珍县财政局企财股副股长职务。

3月，为了保证落实当年财政收支计划，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各单位负责人和财务、

财会人员会议，在会上交流了经验，找出了差距，表彰了先进。进一步落实了1984年

的财政收支计划，明确了奖惩办法。

同月15日，仪陇县科学技术协会，以仪科协发【198410 1号文件，同意成立仪陇县

珠算协会(以下简称县珠算协会)。

4月，县财政局根据国务院《有一级政府，就要有一级财政>)的指示精神和省、地、

县的安排部署，在马鞍区开展建立乡镇财政所的试点工作，随后在各区、乡镇进行建立

乡镇财政所的筹建工作，11月底，全县10个区、70个乡镇全部建立起了财政所。

同月，县政府仪府发【1984 J 1 16号文任命陈代伦为县财政局局长。

同月，根据县政府，仪府发{19841 166号文和县劳动人事局仪劳人发【19841 1 5号

文，关于招聘区、乡镇财政所临时人员的有关通知精神，县财政局先后发出通知，同意

招聘郑茗等80名人员，分男Ⅱ为区、乡镇财政所临时人员。

7月，县劳动人事局仪劳人干字【1984l 1 40号文，同意任命丁有竹任县财政局行政

事业股副股长。

本年，县财政局职工坚持开展“三优一学"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荣获县委、县

政府授予的“文明单位”光荣称号；安全、保卫、文书档案和保密工作被评为县的先进

单位，获得了奖状和物质奖励。

同年，县财政年终决算：收支品迭，年终结余108．68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结余35．69万元，当年净结余72．99万元。

1985年

2月3至4日，国家财政部、省财政厅预算处、南充地区财政局(以下简称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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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局)，领导干部5入到仪陇县检查1 984年财政收支情况。县长杨刚才、常务副县

长张思智参加并汇报了仪陇县经济发展情况和贫困面貌。财政局陈代伦局长汇报了财政

情况。

同月，县财政局党支部按照县委整党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组织本单位1O名党员

开展整党学习，此次活动持续4‘个多月。 o

3月5日，关于1984年回春、将军、果山等7乡镇申请调减各种占地农业税的报

告，经调查核实和局领导审查同意；对回春乡l 16．9亩；将军镇22．3亩；果山乡98．8

亩；柳垭乡7．72亩；大罗乡56．8亩；思德乡41．4亩；周河乡32．6亩的占地作了调

减85年农业税基数作了调减处理。

同月7日，县科协仪科协11985105号文件，同意成立仪陇县会计学会(以下简称

县会计学会)。 ．j

同月29至30日，县财政局召开了县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理事会，通过

了章程，进行了学术交流。全地区除武胜、广安、华莹未来人参加外，其余县市均来人

参加了会议。省会计学会发来了贺电。会上共收到论文29篇。

3月14至17日，地区财政局农财科，到县检查农业税的有关问题，并参观了土门

农场办的化肥厂。

4月24日至5月5日，县财政局召开县城行政事业单位财会人员会议，学习贯彻

《会计法>)。

同月26日，县财政局在马鞍区召开各区、乡镇财政所人员会议，计算农业税，学

习《会计法》和研究国库券推销工作。

7月14日，由县长杨刚才主持召开各区区长会议；主要研究三个问题：一是贫困

地区减免农业税问题；二是按“倒三七”比例折算农业税问题；三是强化区、乡(镇)

财政所问题。

5月10日，中共仪陇县委组织部(以下简称县委组织部)，仪委组干l1985149号

文，同意建立中R--it陇县财政局党组(以下简称县财政局党组)。由陈代伦、刘以立、闰

习刚、祝清明组成。陈代伦任书记，其余为成员。

8月28日，县政府仪府发f1985】171号文，任命祝清明为县财政局副局长。

9月18日，县劳动人事局任命陈耀林为财政局预算股副股长，林登明为农财股副

股长。 ．

10月9日，县财政局召开各区财政所和各乡镇财政所会计会议，县委书记杨刚才

讲了增收节支和税收、物价、财务大检查的有关问题，并安排全县税收、财务和物价大

检查工作。

同月18日，县财政局主持召开立山、新政两区区长、乡镇长和财政所、税务所所

长和会计人员会议，研究有关地方税代征问题。经与税务局协商报县府同意：当年立山、

新政两区试点代征地方税，代征费3％，次年逐步在全县推行。

11月28日，南充地区财务检查组到仪陇县听取财务检查汇报。

本年，全县实行农业税制改革；农业税由征粮食改为征代金，以队交纳改为以户交

纳现金的办法，按农户承包土地依率计征，农业税金计算到户，建立了“农业税征收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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