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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县金融志》行将付印，嘱余作序，展读之余，心潮起伏，
‘

～

．浮想联翩。 ，

一

-。

编修方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or远自嘉靖年间，即有邑人陈竿

编纂成册。后万历年代又成书六卷，及至清朝、民国，亦曾编纂方

志，先后达七次之多。’然皆受时代局限，偏重于上层建筑，忽视缝济

一基础，更无金融史记。而全面系统编纂金融专志，则始于今天。这不

仅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且标志着时代的特点，历史的新创。盛世修

志，乃黄梅金融界的喜事! ．

一
·

黄梅金融；始于宣统元年，盛于建国之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

旧社会里，悉为帝、．官、封和豪门富户所操纵把持，高利盘剥人民。

新中国建立后始兴办人民金融事业，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今天“四行

一司刀的庞大金融体系。为国家积累资金，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繁荣

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支援“四化刀建设，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 ’

《黄梅县金融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

法，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实

事求是地记叙了建国前后将近百年来黄梅金融业的史安。黄梅金融事
1



业的发展史，．是继往开来，．槛世致用的好史料，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一项基本建设，是具有深远和况实的意义． ．

编修金融专志，古无准绳，今乏成剜。在上级的关怀指导和各方

的积极支持下， “四行一司"的通力合作，以及修志人员的共同努

力，终予编纂成册。且篇目得当，文字简洁通畅。具有专志的特点，

，这是大协作硕果，也是大．胆改革的创举! ‘．

多年忙于工作，’少钻史实，虽才不称意，一但敬如从命，仪就所
一

识，略书数语，未敢言序。 ．

鄢丈彬．

一九八六年元月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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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时经事纬、横排竖写、设篇、章、节。
’

二、．本志上限为光绪二年(1876)‘县志所定，下限为1985年。

三、本志上篇记年，清朝和民国时期，附以公元年号，下篇记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以公元记年。

四、本志所写建国前、建国后，即以19 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为标志，简称建国前和建国后。
‘

五、本志下篇人民币的记述，1955年3月国家发行的人民币，称

新币，发行新人民币前的人民币，称旧币，法定新人民币1元，折合

旧人民币1万元。

六、本志所记述“四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

化的简称。

七、本志记述鄂、赣、皖即湖北、江西、安徽省三省的简称。

八、本志记述中、外指中国和外国，铸、纸币指铸造的铸币和纸

币。

九、1 978年12月1 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第十一届三

次中央委员会，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本志人民银行(简称人行)，农业银行(农行)，工商银行

(工行)，建设银行(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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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本志城乡区划名称：1,980-燕(-前城关镇、城关区，。后改为黄

梅镇、西池区。农村：1957年前称区、乡、农业社。1958年改为人民

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小队。1 984年改为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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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黄梅县地处大别山南麓，扼扬子江中段，‘居鄂、赣、皖三省边，

缘，位本省之极东。南滨大江，一北枕丛岭，’西接广济，东连宿松。县

辖12区5镇，70乡、1 7万户、77．4万人，耕地面积77．5万亩。境内湖

泊交错，公路纵横，水陆交通两便，土地肥沃，t气候宜人，物产1丰

富，鱼米并盛，工业发达，商业繁荣，经济振兴，金融亦为活跃。

建国前，全县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

山压榨下，生活极为贫困，农业凋弊、工业颓废，商业萧条，市场清

淡，经济处于极度衰败之境地。
‘

清末、。民初，本县无银行机构，境内流通货币，除商号印发部分

小额市票外，主要货币均赖流入铸币和纸币。城乡资金融通，．亦赖民

间借贷，互通有无。宣统元年(1 908)，典当业兴起，以质押信用方

式，高利盘剥劳动人民。宣统二年，金融业得到发展，钱庄业应运而

生，先后开业达10家，民国22年(‘1 933)年，湖北省合作指导委员

会，在黄梅农村组建72个信用合作社，配放农贷，为豪门富户所操纵

把持，广大贫困农民，生活每况愈下。民国22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

制度，民国27年(1 938)年，日军侵入黄梅县境，强行使用日军用票

和汪伪政权中储券，排斥法币流通，致使通货膨胀，金融黑市猖獗。

民N34年(1 94 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为恢复经济，筹建佥



融业，湖北省银行在孔垄镇设立办事处，隶属武穴支行，县政府亦筹

建官商合办地方银行。民N37年(1948)年，国民政府，‘又发行金圆

．券，剧烈贬值，物价猛涨，朝夕多变，人民深受其害。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县境。7月，，

建立．中国人民银行黄梅县支行，并接收国民政府县银行。

．金融机构，几经沿革，继县人民银行成立之后，相继建立县保险

．公司、县农业银行、县建设银行、县工商银行，以及农村信用合作

社，形成一个遍布全县社会主义金融网。

社会主义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枢纽，肩负着统一货币发行，筹集

资金、运用资金，信贷管理，基建监督，经济补偿，结算纪律等多种

职能。对支援生产建设、商品流通、资金分配、人民消费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为统一财政经济，力

争财政，信贷、物资平衡，县人民银行推行人民币下乡，开展货币斗

争，’大力组织货币回笼、加强货币管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配合

贸易部门，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工业品一F乡，农副产品进城，深入农

村，发放现金和实物贷款，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解决了部分农民生

活困难。1 94 9和1 954年，县境两次大水灾，内洪外涝，腹背夹击，全

县40万人口，十分之八受灾。县人民银行及时发放生产救灾贷款16 l

亿元(旧币)。继而大力组织社会游资存款，发放工、商业贷款，促

进了工业发展和商品流转，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都发挥了应有的

作用。全县财政经济状况有了好转。 ．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县人民银行根据中央有关对私营

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改造政策，运用货币、信贷、结算等手段，有效地

‘促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村举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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