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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广大税务工作者早有所盼的《灌云税务志》经过多年的酝酿，

终于诞生了，也算是在税务工作进行重大改革的关键阶段献上的一份
厚礼。

盛世修志。《灌云县税务志》的诞生在灌云税务史上无疑是个贡献。

它每一章、每一节都象一个深深的足迹，记录着灌云县税务事业发展变

化、不断壮大的历程。它记载的_行行数字，象一颗颗星星包含着老一

辈税务工作者辛勤劳动的血汗。
、

翻开《灌云县税务志》，清晰可见税务工作屡经风雨，几度沧桑的历

史。就是在建国后的40多年间，既经历了健康发展的时期，也迈过了摸

索前进的曲折道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无论是经验还

是教训对后人来说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都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把握
现在、奔向未来。

。 《灌云县税务志》的编写一定会得到全县广大税务工作者的关心，

支持税务工柞的朋友们的欢迎。对于老一辈税务工作者来说，回顾税务

工作的历史会倍感亲切，乐在其中；对于年轻一代税务工作者来说，可

以从中了解到税务工作发展之艰难，路途之曲折，共享前人的喜悦，并

从中获得许多可贵的教益。

因此，我们应该感谢本志的编写人员，他们多日辛劳克服困难，仔

细查阅大量史料，努力做到立论公正、资料翔实，这些都是难以可贵的。

“后来者居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过去的几十年税务历史，只
是“弹指一挥间”。前人的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谱写了一本绚

丽的“灌云县税务志”。后人定能继往开来，锦上添花，若干年后定会再

写倍加壮丽的《灌云县税务志续篇》。未来的预言_定能实现，来年的预

言一定能够实现。

渔云县税务局局长朱光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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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断限，上起自1912年既灌云县建县之年，下迄止1993
●

年，部分章节顺延至1994年底。

二、本志记述时间年代采用公元纪年。

三、本志资料来源：以历史档案文字记载为主。
一

四、本志引用的货币名称、金额，及其它应税商品的计量单位，为保

存其历史原貌，按原资料实写一般未加换算。

。五、恨据各种历史资料并进行反复考证，本志中的各种数据均有出

处。为反映《灌云县税务志》的真实情况，凡在灌云县没有开征的税种，

没有一定依据的材料，本志均未列入。
-

六、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机构，人员职务均以当时名称为准，不

冠以褒贬词语。

七、本志章、节、目的顺序是第一章、第一节、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灌云县于1912年建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东临黄海，西接沐阳、

东海二县，南以新沂河与灌南县交界，北枕云台山与连云港市市区毗

邻。总面积1851平方公里。灌云境内属平原，气候温和’，日照充足、水

源丰富葛适宜农作物生长。灌云县因东临黄海，盛产食盐，自古因盐质

食，、用均属上等而远近闻名。也因盐业生产兴旺而代之商业繁荣、交通

发达、税收也就被历届政府所重视。

灌云县建县后，历届政府的人事变迁，加之当时因政治、经济的需

要，至使灌云县税务部门机构、人事更迭变动频繁。在税收方面，民国初

年还沿袭清代旧制征税，各种捐税有20余种，到1933年更是名目繁

多，不胜枚举。、 ．，
．

除国税、省附税外，人民负担的地方税费多达40余种，苛捐杂税多

如牛毛ja：税吏强征捐税，加大税收中饱私囊i榨取民脂民膏。税负沉重

加之兵祸频繁，至使城乡经济每况愈下，民不聊生。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控制了灌云县的税收大权，采取掠夺手

段将原盐运往日本，使盐税收入大幅度减少。抗战胜利后由于兵祸连

年，国内国库空虚，国民党政府为发动：内战i税种有增无减。灌云县又是

国民党统治的所谓模范区，人民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

灌云县边区政府部门税务干部，一手拿枪，一手征税，支援抗日战

争，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吃辛受苦，努力工作。

1948年11月，灌云全境解放，61万灌云人民重见天日。人民政府

十分重视税收工作，采取减少税种，降低税率等政策发展个体经济和集

体经济。1958年税收工作受到“左”倾路线影响精减下放了一些税务干

部，农村人民公社的一些社办企业仅上交一部分利润。1968年税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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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又并入财政，原有的一些征管制度被认为是错东西，1968’年至1977

年，灌云工业生产，商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经济效益时多时少，但全县仅

有的40余名税干，在困难情况下仍尽职尽力组织征收，并能完成税收
●

任务。

1978年以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灌云县的个

体经济，集体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建设蒸蒸日上。税务工作也揭开了新

的__页。特别是1983年重新组建税务局后，税务干部逐年增多，机构不

-断完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t，灌云县的244名税务干部为

0组织收入更好的完成税收任务，不怕苦，多流汗，广泛开展税法宣传，认

．二真执行税收征管法·坚持以法治税。特别是在近几年灌云经济滑坡的情
；

况下-全县税干识大体、顾大局，税务工作成绩显著o- 。‘
．，

．在企业税收方面，帮助企业培训会计、筹集资金、推销产品、催要欠

， 款； 一j j■I ，。： 。÷：；

．在介体税收方面，帮助个体建帐建册，在政策上扶持他们发展生

、、产，组织他们学：习税法。 1。
、-：．i。 一．

，

在盐税征收方面，协调各方面关系组织原盐外运，使盐税收入大幅

度上升。，，．：蠢j ?， ： j o．。·? j

i

。，．． ．在征收管理方面，严格各项征管制度坚持秉公执法，依率计征每年

， 进行一次税收大检查，在日常工作中全县税干发挥一专多能的作用’，团

结一心锐意进取，从1983．．年以来连年超额完成税收任务。为缓解地方

·．财政困难做．|『大量工作，充分发挥了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为灌云县的

．经济腾飞催出了巨大的贡献。灌云县税尧局也多次受县、市有关部门表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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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局局长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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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张其琛在学习新税制

副局长郑元龙在学习业务

副局长纪恒友在听取基层所回报税收进度

副局长贺建祥在伊山镇召开

个体户会议上作报告



，灌云县税务局局机关全体工作人员

，1994年9月18日在灌云县人民政府招待所招开

机构分设成立大会



务干部征收个体客运税款



新毛税干学习新番孺!

副局长郑元龙在板浦

税务所检查征管质量

内勤会计学习现

代化的微机管理



灌云税务志编写组成员(左一王恒贵．左二胡希法．

右一张德康．右二宋以科)

灌云县税务局1994年税务工作会议



1951年的南岗税务所

1991年的南岗税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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