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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临清市地税局挖掘学习临清钞关税收理论和经验：

传传承承钞钞关关文文化化 打打造造地地税税品品牌牌
临清运河钞关是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派驻临清督理漕运税收的机构，明万历时期，临清运河钞关税额曾一度占到了全国国钞

关课税额的三分之一。
几百年来临清钞关保留了大量的税收理论和经验，给后世的税务执法提供了借鉴。临清市地税局在认真挖掘整理钞关文文化

底蕴的基础上，将钞关文化融会贯通，打造独具特色的临清地税文化品牌。

本报记者 王传胜 通讯员 赵伟 王红阳

16日，记者来到临清运河
钞关，目前钞关正在闭门修
缮。临清市博物馆馆长魏辉介
绍，这里是全国惟一一处还保
存有原貌的钞关旧址，也是目
前文献最多、内容最丰富的税
收文化遗存，是研究明清政
治、经济、文化、税收、漕运的
资料宝库。

临清市地税局有关人员多
次前往钞关，研究、挖掘钞关文
化，对于丰富地税文化内涵，激
发干部职工的自豪感、责任感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介绍，临清钞关税收是
当时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中
央历来选用高级别、高素质的
大员来临清主政，从明朝正德

年间开始有关官员的出身记
载来看，直到清代，90%以上是
进士出身，这些官员的文化素
质普遍较高，。

魏辉介绍，临清钞关最早
实行了起条预制及税款预征
制度，几百年来临清钞关保留
了大量的税收理论和经验，给
后世的税务执法提供了借鉴。

挖掘钞关文化遗存，丰富地税文化内涵

传承钞关文化底蕴，打造地税文化品牌

临清钞关。

临清市地税局组织党员干部到孔繁森纪念馆参观学习。

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创新特色文化载体

”临清市地税局在认真挖
掘整理钞关文化底蕴的基础
上，将钞关文化融会贯通，打
造独具特色的临清地税文化
品牌。

临清市地税局充分利用
现有历史文化遗存，协同当地
文化管理部门，积极做好运河
钞关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将临
清运河钞关文化遗址作为开

展地税文化教育的场所。
依托钞关遗址，建立税收

文化教育基地。会同文化管理
部门，加大对临清钞关建筑
物、设施、资料等的保护和开
发，最大限度地恢复临清钞关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历史原貌，使国家级历史文
化遗存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修
缮。并申请相关部门审批，将

临清运河钞关建设成为研究
有关运河税史、货币史、税收
发展史的教育基地。

整理钞关史料，设立税收
文化展示平台。借助运河钞关
这一历史遗蕴，在系统内部建
设税收史料展室，将涉及临清
运河钞关的文物、史料等进行
收集整理，部分重要文献予以
复制。

临清市地税局充分运用
历史文化资源，与新时期税收
工作的需要相结合，赋予其新
的时代内涵，使历久弥新的文
化资源赋予新的文化气息。

临清是著名的京剧之乡
和山东快书之乡，临清地税局
充分利用京剧、快书群众基础
广泛的条件，创新开展独具特

色、群众喜闻乐见的税收宣传
方式，利用每年税收宣传月等
宣传契机，开展了“梨园春·税
收情”京剧专场，“说唱地税”
快书比赛等，将税收元素融入
京剧唱词和快书内容之中。

在五百多年的历史中，临
清钞关出现了很多崇德尚法
的典范，他们严格吏治，依法

征收，改革税制，清正廉洁，赢
得了商人的信任、百姓的爱
戴，为当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他们
的行为和品德给其他方面的
官员和后人树立了典范。通过
加深对钞关优秀历史的挖掘
和传承，提升税务人员自豪感
和历史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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