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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县人民政府税务局五十年代住宅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税务局九十年代办公楼

渗灞戡爹产



序

编修《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税务志》，是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进行的，乃沿河税务系统‘一大喜事b这是时代的必然，精神文明建设的

需要，全县税工人员的共同愿望。愿志书的问世，能起到资治、存史、教

化、继往开来的作用。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税务志》搜集、考证了大量资料，并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历史，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基

本上达到了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反映了时代风貌和地方特

色。尤其是解放后的资料如实地记载了成绩、缺点、曲折和失误，体现了

沿河税收及其税工人员的智慧和力量，有利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乘

胜前进，发展税收事业。

编修《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税务志》，是一项工程浩繁的文化建设，志

书的编成，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感谢各部门、各单位为我们提供

资料；感谢编写人员的辛勤耕耘、精心署发；感谢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

热心帮助、指导! ．

’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确，身在山中不知山，往往

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身在税务部门，一定要认识税务，研究税务，只有这

样，才能建设税务i振兴税务，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编纂《沿河土家族

自治县税务志》的目的。

田荣典

1990年lO月8日



例

一、《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税务志》以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为准绳，求实存真，力争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用新观点、新

资料、新方法，秉笔直书，反映沿河县税收工作的历史、现状和客观规

律。．

二、上限原则上追朔到民国初年，下限到1990年．，必要时超越上限

和下限的史实亦作记载。

三、篇目结构采取“史志结合”，’含概述、大事记、组织机构、税收业

务、行政事务、附录六大部类。

四、体裁有志、记、传、图、表、录、照。以志为主，按志书内容和编写

要求分别应用。图、表、照穿插在文字中。注释附于小括号内。

’五、历史年号、地名、行政区划名、．机构和干部等称谓，均依照当时

当地的历史称呼；对年号、地理名称．，必要时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今地

名。1949年12月29日(含本日)以后称解放后，以前称解放前。解放后

用公历的年月日，不加“公元”二字，公元纪年、数量、百分比用阿拉伯数

字，有小数的数字保留一至二位，以下四舍五入。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

年)，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表述语、世纪、年代、农历月日、几

分之几等中的数字用汉字小写。机构和干部直书其名，职务、姓名不冠

以褒贬词。名词和术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加括号注明简称后再用简

称。

六、统计资料，1950年至1979年以县统计局、财政局的为准；1980

年至1990年以县税务局核定上报的为准。为使统计数字起到“画龙点
·1，



晴”作用，部分章节选用有代表性的年度。

七、币制称谓：中华民国时期按当时当地的“银元”、"7c洋”、“小

洋”、“川牌”、“船牌”、“铜元”、“法币”、“金元券”、“银元券”、“关金券”称

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人民币”，但在文中省略“人民币”三字·

称×元。1955年3月1日实行币制改革，为保持前后口径一致，按1：

10000的比例换算为新币。

八、解放前的资料来自省、市、地、县档案部门收藏的档案、正史、旧

志、专著以及有关人事的回忆材料。经鉴别载入。解放后的资料，来自本

系统的文书档案，税收计划、统计、财务，税政业务的档案，沿河县档案

局、铜仁地区档案馆的档案；县统计局、财政局、铜仁地区税务局、统计

局和有关单位的统计资料，以及老税务干部的笔记资料；辅之以有关报

刊和有关人员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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