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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县县城全景

资源县县长奠燕萍同志在《资

源县财政志》评审会议上讲话

《资源县财政志》编写领导小组

组长亘生亮同志(财政局局长、局党

组书记)在评审会议上讲话

赢



地区财政局高级经济师科研所

所长何廷芳同志(见右)在评审会议

上讲话

《资源县财政志》编写领导小组

副组长段凡徐同志(财政局副局长)

在评审会议上介绍本志编写经过

《资源县财政志》评审会场 与会代表在评审会议上



《资源县财政志》评审会议全体与会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黄芳庭、周培蜂、夏生亮、刘星芝滨燕萍、何廷芳、何亨钜、伍劲松淳克光

后排左起：龚厚桂、伍胜华、蒋智、于兰阶、蒋家林、蒙瑞毓、罗健、向国庆、甘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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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资源县财政志》编

写及其地县有关领导合影

奉志主编(左

副主编(右)

参加《资源县财政志》

(韧稿)内部评审原财政工作

多年的老同志合影

左起：赵雄、蒋泉、潘雄、罗健

唐秀妹、秦景龙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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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县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成 员：

夏生亮

(以姓氏笔划为序)

段凡徐

程才进

谢伦友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代信王荣英伍胜华 李小凡

张悠政林守珍 邹忠民 唐华兴

唐魁实 龚厚桂 蒋光华 潘友财

，潘瑞

主编：伍胜华

副主编：龚厚桂



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文

明古国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毛泽东同志说过，对历史我们不应当

割断，应当给予总结然后批判地继承a财政作为历代统治阶级政权运

行的物资基础，对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及社会安定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a财政在社会主义现阶级，随着经济日益发展更显其重

要。为使财政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编纂

一部财政志，很有必要。

资源自建县以来，至今亦有五十余年历史，期间分分合舍，从未

修过财政专志，直至一九八五年，为给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提供数据

资料，县财政局组织编写了一部约两万字的《资源县财政志3i》，由于

受篇幅的限制，该志内容不很全面，‘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了进

一步全面丙又系统地反映资源的财政历史，以便给现在和今后从事财

政工作的同志提供历史借鉴，一九九一年七月局领导重新组织人员进

行编写。为再现历史本来面日，在编写本志的过程中，修志人员不辞

劳苦，查阅了上千卷档案资料，并前往全州、兴安、桂林、南宁等地

搜集史料，根据取得的材料，本着忠于历史，实事求是、对历史及其

人物不予评价的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历经一个多

春秋，始撰写成这部《资源县财政志》，从而将资源县五十多年来的

财政历史基本反映子本志之中。初稿出台后，在地区财政局胸重视

下，组织了各县财政修志的同志对初稿进行了评审，提出了许多好的7

修改补充意见o

由于受编写水平与编写时间的限制，加上民国及解放初期的资料

其详难考，搜集与财政有关的资料难度较大，因丙错漏在所难免，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请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在今后的续志工作中

订正补充。同时我们对支持本志工作的各级领导、地区财政局、县档

案局、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以及提供资料的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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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生亮

一九九二年七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

的修志原则，力求观点正确，文风端正。

二，本志记事上自民国24年(1 935年)，有些地方因事而异，

上溯到民国初年；下至1 990年。坚持详今略古原则，突出当代和地

方特色。

三、金志分编、章、节横排纵写。志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

记，民国财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财政、编后记。

四，为精简文字，个别地方使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简称建国后或解放后，反之称建国前或解放前。

五、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建国前历史纪年，先写朝代年号，

再注明公元纪年。如民国二十四年(1 93 5年)o历史朝代年号在同

篇中出现较多，年号时间相同，可不再注明公元纪年。如：民国三十

年(1 941年)，qlpQ6 Lb qll Lb民国三十年·⋯”，民国三十一年(1 942年)⋯
●

‘

．．●O

六、本志货币均以当时流通的货币为依据。如民国货币有国币、’

法币、桂币、金元券之分；解放后的货币为人民币o 1 9 55年进行币

制改革，按中央规定，每一万元旧币，折合新人民币一元。

七、凡有关财政数据，民国时期以《广西年鉴》为准，如《年

鉴》上没有的，按原史料记述；建国后的数据，以预、决算数字为

准；其他数字的引用，以统计数字为准o

八，本志有关数字，在未特别注明的情况下，不包括1 9 52年、

1 9 53年撤县时的数字o ·

九、本志资料主要由县档案局及县内各有关单位提供。民国时期

的材料，多取自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的有关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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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资源县位于广西东北部，在北纬25
o

48 7～26
o

1 6 7，东经

1 1 O口1 8 7～1 1 0
o

54 7之闻。东与全州交界，南与兴安毗邻，西与

龙胜、湖南省城步县接壤，北与湖南省新宁县相连。县内山峦重叠。

总面积1 953．68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占93．8％，人口密度每平方公

里83人o ．

民国二十四年(1 935年)，资源始有县制。在此之前，秦时为

长沙郡地。汉至南北朝为零陵沁阳县地。隋、唐为零陵郡湘源县地。

五代晋为金州清湘县地。宋为荆湖南路全州清湘县地。元为湖广行中

书省全州清湘县地。顺帝至元时(1 341～1 368年)，曾于其地置西

延巡司，寻废。明太祖洪武六年(1 373年)复置西延巡司，属湖广

永州府清湘县辖地。洪武二十八年(1 395年)为广西桂林府全州辖

地。清代为全州所辖之西延分州。民国时为全县(即今全州县)第八

区。民国二十四年(1 935年)，将全县第八区(西延区)、兴安五排

区合并建县o 1 949年”月1 9日县城解放，同年1 2月1日成立县

人民政府。1 952年撤县。复并入全县、兴安县，1 954年重新恢复

县制至今。今县辖七乡一镇，县治大合镇，总人口为1 62681人

(1 990年统计)，其中少数民族32646入，占总人口的20％o

资源县境内地势高峻，地形地貌特殊。资江沿岸呈丹霞地貌，自

然景观千姿百态，风光集豳、险、秀、奇于一体，宛如一条长长的山

水画廊，使人驰魂夺魄、留连忘返。八角寨风景区、宝鼎瀑布风景区

也独具特色。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资源县将以绮丽的山区风

光，多彩的民族风情，逐渐开发成为旅游胜地o‘

资源县地处亚热带，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物产丰富。县内盛产

杉松竹木，是广西林业重点县之一。据1 978年森林普查，全县森林

面积1 62万亩，木材总蓄积量346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36。3％o土特产有猕猴桃、冬笋、杨梅、香茹，木耳，桐油、生漆，

松脂、山苍子；天麻、杜仲、厚朴等。地下矿藏有钨、钽，铍、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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