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一九四一年派太行区的公粮重了一

点，农民叫苦。影响所及，黎城县在秋粮征收

时曾发生过一次离卦道暴乱投敌事件，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借口是公粮重，负担不起。我们

接受了这个教训，从一九四二年起，就着手逐

渐减轻了人民负担。
第二，公营工商业在战争时期，主要任务

应该是维持手工业和市场，供应人民必要的消

费品，平稳物价，巩固货币币值，开展对敌经

济斗争。不能依靠它盈利，补助财政。一九四

一年，我们曾指望边区工商总局交纳一定的财

政任务，结果完全落了空。
第三，战时发行公债是困难的。一九四二

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发行公债六百万元，
结果由于战争环境不稳定，北洋军阀和国民党

旧政府发行骗民公债的恶劣影响，再加上人民

也无余钱购买，发公债的工作失败了，几乎连

印刷费也没有收回来。

注一、“统收统支”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在一九 四 〇年

提出来的。近几年有些同志一提到“统收 统 支”时，就认为

是全国解放后从苏联学 来 的，是“苏联模式”。这是不对的。

注二、这 里说的小米数 量，是当时征收的公粮、现金

和其他 实物按价折合小米计算的。实 际上，一九四六年以前财

政收支概算除吃粮外，都是按货币（冀南币）计算的。不只工

商税收收货币，有部 分 地 区 如边远地区和敌占区，因运输不

便，公粮也以征收货币代替，我们把这部分改收货币的叫“代

金”。

注三、我国田赋制度（旧称皇粮）自清 康熙 年间到民

国抗日战争初期，二百多年没有大的变动。在这一时期中，由

于贵族地主多年来的转嫁负担，到清末时已出现了有地无赋，

有赋无地，地好赋少，地坏赋多的怪现象，民国年间更甚。为

了消除这一积弊，我党在建立抗日根据地初期，就提出取消田

赋，代之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

注四、在征酒税方面，我们曾经有过反复，先是征税，

后因灾荒发生，禁止粮食烧酒，后又实行过公家专卖，最后到

一九四四年，才全区实行征税。

注五、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援助之下，为

了隔 断 我 晋 冀鲁豫边区内部联系，堵截和围歼刘邓大军进出

鲁西南、豫西地区作战，强行在花园口堵口合龙，使黄河复归

故道。这就逼迫我们不得不动员大量民力，支付大量经费，赶

修黄河旧堤，给边区财政增加了一笔大的支出。

诗
歌

着 装 上 岗

蔡 师 银

今天，

我穿上

用祖国希望的经 线，

用人民信任的纬线，

织成的税务服装。
我激动，

象新兵入伍时穿上军装一样。
我掂量，

掂量着肩上担子的分量。

我是战士，

但不握枪，

捍卫的是十 亿中华的富强。
我的岗位，

在城镇、村庄，

依率计征，毫厘不爽。
我的眼睛，

是侦察探测的雷达.
“跑、冒、滴、漏” 无处藏。

我——

要秉公 办事，一尘不染，

无愧这闪亮的帽徽和胸章。
我——

愿用捷报编成诗行，

同赤诚的心 一起，

向母亲献上！

湖南省零陵县税务人员正在集市上巡回征

收个体行商税款。 康  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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