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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
单位：

渤芝之』志：
《梅州税务志》经我局编写、上级审

定、批准出版，现付来遣；本，请收阅；

书中如有不当之处，亦请批评、指正，告

知我局，谢谢!

敬礼

止匕 致

广东省梅州市税务局

一九九。年L彩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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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梅州市税祷局沿江路宿舍

1．五荤冁税耢局辨公攫

2．鳖顺繇税耩局辨公罐

3．原梅胍市税弱局辨公楗

4．蕉镀轿最潭税籍所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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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蘧繇稳弱局宿舍

3．鐾顺称墼良税播所辨公攘
4．大埔瓤湖寮税弱所
5．大埔繇百候税耢所宿舍
6税弼裂腋

7平蘧瓤豪石税耪所辨公攫

}典事繇第一、三税弱所辨
公楗



梅州市各极税籍部朗探取“放水薹角”，。薹藉下蛋’的辨法，穑棰往政策上，工
作上支持企棠鼗展生麈，培植税源，在生麈鼗展的基礁上增加税收收入。重黏支持了枘

税大户—嗨州卷烟廒，遗憷梅州市宴隙情况出鼗，利用本地簧源，鼗展山匿榧褥，支持
期卦水泥、稀土、陶瓷、枋搬行案和三置企棠、螂袋企巢的鼗展以及能源交通建彀，使税
收蓬麓三年六幅度增蜃，一九八七年全市税收蓬到1 8 764离元。下面是一粗税耩部罔促麈
的企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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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梅州卷烟廒，梅州市虚值最大、枘税最多的企棠
1 987年辆税7200多菖元。

2．梅州卷烟廒生崖章筒

3．烤烟生蓖基地

4中外合资企棠——掘利来镇带颥
5．梅州市投黄最大的企辈——悔繇

滁鞴廒後精械台

6．中外合作企棠——胼鼗鞋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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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矍顺矫猷料顾引造的猷料自勤生麈糠

2．蕉锈最潭水雩站

3中外合作企豢——南源磺泉水公司
4．籀袅企豢——梅瓤雁洋自行卓零件廒
5．五荤瓤燮屋器廒氧氯屋辖横正在德测窿品

6．五荤孵畏巢蟪酒廒系列崖品

7．梅瓢柬恩水泥廒——全市最大的水泥企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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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蘧臁稀土冶蟓廒分雒章圈
2典攀瓤味精廒1 00 m。鼗酵卓陶

3．平蘧瓤霸燕顾出巍畴的情景
4．典率球髓廒露膦章床
5期镦企棠——里顺繇鼋譬舷

6蕉镇瓢鼋池廒生麈的出口剖灌鏖品

7．大埔蒜黄塘盔儆粉彩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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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梅州税务志》是一部反映和记述梅县地区税务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的专著，

是“梅州市地方志丛书”的组成部分。它记述了梅州自清代、民国时期以及革命

根据地和新中国成立后税务机构、税收制度、稽征管理等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反

映了工商税制的演变过程和促产培财的经验与教训，揭示了历年各项税收增减变

化与增长速度和税务队伍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缅怀了为革命征税而壮烈牺牲的革

命烈士的光辉业迹。它立足于服务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为宗旨，并为税务

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为改革、完善税制、加强税收管理、不

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供翔实的借鉴资料和现实依据。

《梅州税务志》在编纂过程中，对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收集、整理、鉴别和遴

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收集宜广，·采用宜精’’，力求资料的全、真、

准，通过内查外调，查阅了约500万字的文献资料，摘抄、复印文字资料977卡共

120多万字。在指导思想上，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据事直书。本志在

完成初稿后，还专题召开了地区各县税务志主编(编辑)并邀请省税务志主编和

市方志办编审科的同志参加的审稿会议，逐章逐节，认真讨论、修改、补充，并

通过市局编纂领导小组和各业务科的负责同志讨论修改，核实史料，然后集中总

纂，删繁补要，拾遗补缺，连贯全篇，力求充分体现专业特点、地方特点和时代

特点，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最后由市局领导审稿，报市方志办

公室审定出版。

由于清代、民国时期的各种税务机构、辖区各有差异，有关税收的历史资料

甚缺，因此，对全面、系统地反映清代、 民国时期梅县地区税务工作的历史，有

工



感不足之嫌，加之编者水平所限，舛误和错漏之处，难免存在，我们殷切寄望广

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本志在编纂过程中，蒙各有关单位在提供资料方面给予方

便以及编纂业务上给予具体指导和大力支持的同志，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凡 例

一、本志按现行政区划，命名为《梅州税务志》，列入《梅州市地方志丛

书》。志文中所称“兴梅专区”、 “兴梅各县”、 “梅县地区”即今梅州市。

二、本志体例结构，按章、节、目排列，全志共7章24节79目约16。4万字。

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横分门类，纵向记述，以横为主，纵横结合；

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个体裁组成，以记叙体行文。章、节以下的

标码，按顺序分级一、(一)、1、(1)、①的字样标码，分别归属使用。引

用的原文，则保留原文的标码。

三、本志断限，上溯清初，下限至1987年底。在“附录"中续记1988年的大

事、要事。

四、本志所称“建国前”、 “建国后”，是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乖Ⅱ

国成立为界限；“党”和“党的"是指中国共产党，“省税局嚣系指广东省税务局。

五、历史纪年及名称：清代用中文记年，括号加注公元；民国时期用阿拉伯

字记年，并括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用阿拉伯字按公元记年。对地

理、政府、官职等名称，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书写。

六、本志记述，除引用原文外，采用语体文，但也不排除浅显通俗的成语和

文言。

七、本志所列货币、计量单位，凡属清代、民国时期的，按当时名称计算书

写，建国初期的旧版人民币一律按规定折换为新版的人民币书写。金额单位不硬

性规定万元或千元，而按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金额单位。

八、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立专章记

述，散见于大事记或有关章、节。

九、本志只记述有关税务专业的史实及其历史演变过程。对其它非本专业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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