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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文殳 入

财政局：

你局报来的《财政志》稿收悉。《财政志》在局的统一领导和重视

之下，经过编辑人员的努力，历时一年，完成四大部类、六个专篇，共

29章96节，计45万余字，于9月20日定稿，这是黔西修志界的一大

喜事，值得庆贺。在此，向参与和支持《财政志》编写的志士仁人表示

感谢!

《财政志》编辑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广

征博采，获取了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按照

社会主义新方志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黔西财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

发展状况，有资治、存史、教育的作用o

《财政志》按照新方志的体例、横排纵写，做到了横不缺项、纵不

断线。详略得当，突出了地方特色，时代特色、专业特色，具有较强的

可读性。

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认真审查，符合新志书要求，同意印刷

出版。

黔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0年9月25 E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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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好o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们应继承和发扬。《黔西县志》

记载，在清代，黔西地方就6次修《州志》o民国时期曾两次着手修县

志，但因社会动荡、经济不济均告流产。解放后，在县委、县人民政府

领导下，政通人和，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快o 1960年写出《黔西红旗

飘》，1989年修纂出《黔西县志》；同时编写出一批部门专志和大关、

沙窝区志，三角和化屋乡志。县志出版后，发行国内外，对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建设，对宣传黔西、提高黔西的知名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事

实说明，修志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项事业。前年，国务院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行文，明确县志20年一修，“上届志书完成之日，

就是下届修志开始之时"o《黔西县志》下限是1987年，距续修时间

只有七八年了，但应做的准备工作相差甚远，县政府将采取措施，适

当解决人力、经费问题，做好续修县志的前期工作。县志办公室除管

好原有资料外，应积极采补新的资料，每年编出一本地方《年鉴》，并

选一二部《黔西州志》校点注释出版。县财政志的资料，应立卷归档

案，妥善保管，以备后用。

县财政志中，对“财政工作要从源头抓起"有较充分的记述。所

立《财源建设》篇，反映了江泽民主席关于财政与经济辩证统一论点，

反映了省、地区和县党政领导班子在财源建设上的指导思想和措施。

用“基础"、“支柱"、“传统”、“新兴”、“后续”5章，记述黔西地方古往

今来粮油、烤烟、畜禽等产业扶持、发展状况以及这些产业的社会效

益和财政效益o“基础财源"指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今后

的发展，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增大科技含量。“支柱财源"指烤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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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其创税额曾达县财政收入的75．7％，后因上级削减我县收购烟

叶指数，近两年创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降到30％以下。但仍不失

其财源地位，应继续抓好，努力提高产品质量o“传统财源"指畜牧

业。黔西畜牧业历史悠久，代代相传。肉食是人民生活需要，发展前

景良好，我们既要抓好养殖，还应发展肉食加工，增加财政收入。“后

续财源"指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这两项财源的前景很好，应当

积极发展。当然，我县的财政收入来源不仅这些，诸如国营工商业、

交通运输业、集体和私营企业、林业和旅游业等，都对财政收入有贡

献，应当继续抓好。

财政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财政工作人员，对自

身的职责应有足够的认识，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认

真做好本职工作。我县各级领导干部，要遵照江泽民主席的指示：

“坚持学习财政知识，熟悉财政政策、财政法规和财政业务，牢固树立

为人民当家理财的思想，不断提高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的本领0
99

66要

十分重视和支持财政工作，继续深化财政改革，健全财政职能，加强

财政管理，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和稳固、平

衡、强大的国家财政而共同努力o”

节西县人民政府县长矣专吞
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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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修志，是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事业。黔西地方，至今尚无财政

专志。清代修纂的几部《黔西州志》中，仅《食货志》对财政有零星记

述；新修的《黔西县志》中，虽有《财税》专篇，但较简略。为了系统记

述黔西地方财政的历史演变和现状，了解历代生财、聚财、用财的主

要方法，借鉴历史经验，做好财政工作，发挥财政促进和支持经济发

展，促进和支持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我局领导班子议决恢复修志工

作，力争在本世纪内编写出《黔西县财政志》o这个打算，得到吴安玉

县长的赞同，得到财政职工的支持，得到各方面的协助。

早在1986年7月，我局成立财政志编纂小组，拟在为县志提供

资料的基础上，编写出财政专志，抽专人采集了近80万字的资料。

一年后因故中断编纂工作。去年9月决定复修财政志后，成立了编

写委员会，聘请已退休的原财政局长(后为副县长)vg居位同志，原财

政局长陈国荣同志，原县志办公室主任、《黔西县志》主编张仁德同

志，原《黔西县志》副主编徐德中同志以及本局原企财股长陈文均同

志，帮助汇集和采补资料，进行编写工作。上述老同志应承后，立即

着手修志。陈国荣同志病后，又得编委成员在岗的彭先俊同志承担

财政支出篇的撰写，使修志工作持续进行。

采编中，老同志们尽心尽力，查史志、阅档案，摘录史料13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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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整理数据7800多个；地区财政志办公室、县志办公室、县档案局、

县委党史研究室，借给或提供资料近220万字；黔西报社李度同志及

本局张纪礼等同志，提供照片数十张。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执笔同

志遵循修志要求和志书质量，日夜兼程，奋笔耕耘，历时年余完成了

《黔西县财政志》稿。志稿分概述、大事记、专篇、附录4部类；专篇有

机构人员、财政体制、财源建设、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监督

和债券推销、财政科研。全志近50万字，记述清康熙五年(1666)至

2000年黔西地方财政历史和现状；概述和有的小序中，追述了黔西

片域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建置沿革和土司制度等。编委会审议后

认为：志稿政治观点正确，篇目结构科学，内容丰富真实，文风严谨，

文字准确、精炼、流畅，图文并茂，有地方和专业特色，有“资治、存史、

教化"的价值。在此，我代表编委会向支持资料、图片和为编写财政

志出力的同志们致谢!

黔西解放后，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方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策，不断改革完善财税制度，

运用财政手段，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促进了地方经济和社

会事业的发展，财政收支亦随之增长。建立县级财政的1953年，预

算收入134．1万元，支出51．6万元，工农业总产值2944．8万元o

1979年，预算收入707．2万元，支出912．1万元，工农业总产值

8123．5万元。收入比1953年增长5．27倍，年均增长19．5％；支出

比1953年增长17．68倍，年均增长65．5％；工农业总产值比1953年

增长2．76倍，年均增长10．2％o 1999年，预算收入7267万元，支出

11063万元，收入比1979年增长10．28倍，年均增长48．9％；支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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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增长12．13倍，年均增长57．8％。1999年全县国内生产总

值(可比价)73143万元，．r--,_lk产值(现价)90181万元，农业产值(1990

年价)52306万元，工农业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

83．5％；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9．94％o随着经济和财政收支的

增长，社会各项事业亦有较大发展，人民收入有较大增加。1999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1266元，比1978年增长27．5倍，为1988年的

331．4％；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70元，比过去亦有大幅度的

增长。

全县经济发展，财政增收，是各族人民、各级干部共同努力的结

果，也是财政税务干部努力的结果。财政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

分，财政税收是政府管理和调控经济的主要工具。我们作为财政工

作者，应足够认识自身的职责，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江泽民主席题写书名、

作重要批示的财政部编写的《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提高自己的

政治、业务素质，遵守和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政策、财政法规和制度。

还应安排适当时间，读《黔西县财政志》，了解黔西地方财政历史、演

变和现状，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借鉴历史，做好本职工作，力求做生财

有道、聚财有方、用财有效的能手，为加快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

自己的贡献。

黔西县财政局局长 和≥
2000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指导，按《关

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结合黔西地方财政实情编写。

二、以政府文书档案、地方史志、统计部门数据和财政决算为基

础资料。选入照片系与财政投资有关者。

三、篇目，横排纵述、表格分插；分述、记、专篇、附录4部类；专篇

分章、节、目。

四、编写力求详今略古，存真求实，客观记述黔西地方自1666年

(清康熙五年)至2000年的财政史况。概述和小序适当上溯。

五、记述内容，1941年6月前含划入金沙县的地面、赋税等；

1941年7月后则为今域面积、人口、赋税等。

六、年号，从历史惯称、简称和惯写。清代和民国年号用汉字书

写括注公历。解放后年号用阿拉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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