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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地区金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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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

根本转变的关键时期，六安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金融志——《六安

地区金融志》，编成问世。这是六安地区金融界的一件大事。她的

问世，将引起全地区金融界及有关部门的关注。

《六安地区金融志》编成问世，是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

六安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和省金融志办公室与专家们的精心指导，

地区各行、司的大力支持，以及编写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果。历时六

年，寒暑不辍，终于成志。
‘

此志的编写，经过编写人员广泛收集有关资料数百万字，几经

筛选，反复推敲，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用心设计，慎重编写，并经专

家评议、核阅，后又经多次修改，始成此志。因此，资料翔实，内容丰

富，特点突出。她记载了前人的艰辛与业绩，今人的努力与成果；记

述了全区金融事业发展的史实，内含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可

作今人前进的参考，可为后人开拓的借鉴，实为不可多得的金融史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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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贵在有特点，一部好的志书必须具备其地区特点和时代

特色。此志突出的特点有二：其一为地方特点突出，根据本地区各

个时期的历史状况，其特点反映在机构、货币、贷款和拨款等诸多

方面。其二为具有时代特色，志书时限跨度长，下限延伸到1 995

年，从而记叙了“八五”期间在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多方面的

情况。诸如，新机构的设立，新政策的出台，新措施的实施，新业务

的发展，现代科学管理手段的运用，等等。用大量具体事实反映了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金融作用越来越重要，充

分体现六安地区金融业有效地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金融

部门在执行宏观调控、稳定金融、稳定物价、促进经济结构合理调

整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上述特点和特色，提高了志书的质
ji
里。

志书中十分注意反映发展金融事业重在发挥人的因素。从多

方面叙述了提高金融干部职工政治和业务素质的经验和调动干部

职工积极性的多种措施。这是发展金融事业极为重要的因素。在

写法上，寓经验于事实之中，这也是此志独特之处。

《六安地区金融志》编成问世，希望能发挥以古鉴今、以今启后

的作用，为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志书付印之前，应编辑室之约，谨以为序。

陈尚立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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