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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淮北市财政志》‘如实记载了建市以来淮北财政

发展、变化曲面貌，为了解当地财政史实，进一步搞

好财政工作，提供了一定参考。

财政是综合经济部门。财政工作的好坏，对于一

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影响。为使其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我们一定要从这部财政志中，认

真研究、探索本市成功经验和教训‘，联系当前经济现

实，找出一些管家理财的好办法，以促进我市财政经

济状况根本好转。
、

《淮北市财政志》经过二争半的努力，终于和大

家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这里，应当感

谢在编纂过程中洒下辛勤汗水的同志，也要感谢热

情支持编写此志的所有同志，，特别是那些在淮北市

财政局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希望全市财政干部能从

这本书中得到借鉴，坚持实践——总结——提高的
工作方法，为做好我市财政工作贡献力量。

誊浆令嚣霎审稻移瓦副秘书长、财政局长 。：P 1咧”V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淮北市财政志)》时间断限’，’从一’九六一年

起到一九八五年止；个别地方因事而异，适．当上溯或

下延。

二、志的辑录范围主要是淮北市市级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财政管理，以及机构人员等方面的发展变

化情况。

三、本志分设卷首(序言、凡例、目录、概述)、

专篇、附录、大事记四部分。·专篇编窍，根据“事以

类从”和“事近相聚”的原则，将具体事项分类，横

寮}成章节，作为基本结构，按照“厚今薄古”、“详近

田多远”精神，分别记述。

四、本志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或两者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编写；有关表格随文穿插。

五、本志资料主要由淮北市财政局、档案馆、税

务局、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和安徽省财政志办公室

等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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