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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温河乡、八布乡财政所被省财政厅授予

。文明财政所”

1958年起县财政局先后投资200余万卮d

电部门勘测设计．群众出劳力，建成库溶3l：

立方米．灌溉面积4500余亩的石桥水库。

苎墨是堡苎孽5望擎麻栗镇康益食品厂， 1955年国家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
}92年实现税利1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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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囝均为清代、民国时期在麻栗坡境内

流通使用的金属币。

。左、右图为民国时期在麻栗坡境内流通的

郓分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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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栗坡县财政机构分布图 懈：萝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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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麻栗坡县财政志》

印刷出版的请示

麻栗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我局编写的《麻栗坡县财政志》，在县地方志编委办公室的指

导、帮助下，于1987年6月始征集资料，查阅档案，口碑搜集，文件

整理，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历经五年，八易其稿。通过局编纂

领导小组及有关人员内审后，邀请了文山州财政局的领导、局志

办、县志办及有关单位的领导与我局领导、编纂人员、在职、离职的

知情人员参加进行评审，并根据评审意见再次修改调整，再次补

充，再次誊写，最后交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帮助总纂修改定稿。

志书忠实地记述了麻栗坡县从民国五年起(1916——1990)近

八十年财政工作的历史与现状，成绩与教训，是麻栗坡县财政部门

的一部历史文献和资料工具书。为保存史料，资治当今，教育后代，

我局决定出版精装本500册，发给我局干部职工并分送有关单位

和个人，同时也向社会扩大影响。

呈请

批示 ‘

麻栗坡县财政局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关于对《麻栗坡县财政志》

出版发行的批复

县财政局：

你局编写的《麻栗坡县财政志》送审稿已经审阅，我们认为你

们历时五个春秋，八易其稿，编写出《麻栗坡县财政志》送审稿是相

当艰苦的，对你们的精神和成果，我们表示赞许和祝贺。

经审阅，志稿体例得当，文图并茂，表册齐全，基本符合志书要

求，同意出版发行。并希望从现在起，注意文书档案资料搜集整理，

以备下次续修使用。

此复

麻栗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崔为民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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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印 证
文监字(923112)号

麻栗坡县财政局：

你局所纂《麻栗坡县财政志》，业经县志办审查，认为体例得

当，史料真实，内容翔实。我局同意付印。成书后请送样书二册到

我局，存档备察。

此致

敬礼!

文山州文化局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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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权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而

形成的分配关系。第一部《麻栗坡县财政志》经过五年艰辛努力，

八易其稿，终于出版问世，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县财政局领

导和编修人员共同劳动的成果，是财玫战线上的同志们及全县人

民的一件大喜事。在此，我非常高兴，遵命作序，以示祝贺!

《麻栗坡县财政志》史料翔实，它记载了自清未以来麻栗坡县

境内发生的一切财政活动，并着重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来，

我县在开辟财源、组织财政收入、管理财政支出、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等一系列财政活动，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

硕成果。

《麻栗坡县财政志》的出版，对欲了解我县财政发展的历史和

现状的广大读者来说，无疑将不愧为一本很好的备览性指南手册。

《麻栗坡县财政志》的问世，对于承先启后，展望未来，总结经验，

教育广大财政干部热爱本职工作，教育人民自觉遵守财政法规，增

强国家观念以及加快我县财政改革步伐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此

书即将发行，我谨向付出艰辛劳动的县志办的同志们致谢，向为

编写本书作出贡献的各方仁人志士致谢!

副县长杨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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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麻栗坡县自建制以来，还没有编写过县财政志。清代虽发生

过财政业务，但没有专门的财政机构。民国28年(1939)云南省

财政厅委旷运逵到麻栗坡组建财政科，粮赋完纳始由麻栗坡对讯

督办统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财

政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已成为国家经济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

在全国盛世修志形势下，我们于1987年6月成立了《麻栗坡

县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由局长担任组长，抽调老财干刘成骥、

李云德、罗琳等参加编写。在前任局长杨成荣、李明光的领导下，

经过五年艰辛努力，八易其稿，终于写出《麻栗坡县财政志》初

稿，请文山州财政局领导、州局志办、县志办、部分股室以上领

导干部及离退休干部进行评审，补充资料后，交县志办修改、总

纂定稿，报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批准出书。

《麻栗坡县财政志》的出版问世，是全县财政干部职工共同努

力的结果，它凝结着广大财政干部职工为财政创收艰难历程的血

和汗，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本志书的出版问世，是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的财

政工作前程似景。特别是麻栗坡已成为省级开放口岸以来，财政

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希望我们的财政干部职工珍惜自

己的历史，继承前人的劳动成果，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为改变

麻栗坡贫穷落后的财政状况而努力奋斗。

局长代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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