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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人民银行建平县支行行志”，

是记载我县银行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一部专志，是社会亨义新
县志的一个组成部分。

银行工作反映国民收入和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

强烈地体现着国家社会性质和经济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I-_农业生产蓬

勃发展，商品经济日趋繁荣， 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发生了新的变

化，银行工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为适应

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要求，进一步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和银行的内部改

革，充分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统一管理金融活动，、进一线加强国

民经济的宏观控制，把经济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当前国民

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

需要了解银行工作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掌握反映银行l-作全貌的翔

实资料，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地分析现实情况，从中哉出适

合于本县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制定切合实际的规划和耩施，

以供上级领导机关在制定政策和实施决策时作以参考。我们编写行

志的目的就是为起到“经世敦用，鉴古知今”的作用，为建设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银行事业的

不断发展和壮大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建平县人民银行志”，在建平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行志

编纂领导小组的积极努力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详近略远、立足当

代、反映历史、体现客观”的原则编写，全面地、系统地：真实地

记载了我县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建国以来银行事业的发展和变革

情况，较详细的记述了银行机构、货币、信贷、计划、结算、会

计、出纳、储蓄以及信用合作等方面的演变和发展。突出了地方和

行业特点，是一部较完正的专业志。 、

我希望“建平县人民银行志”内部发行后，能引起各位领导和

同志们的重视，．尤其是银行内部的职工，更应很好的读一读，借以

弄清本系统、本行业的历史和现状，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性，做到

掣温故知新、兴利除弊、’扬长避短、发扬优势、卓有成效”的做好

银行工作，为繁荣和发展我县的国民经济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人民银行建平县支行

行长：冼书阁

1 988年7月3 1日



大 事 记

1 92 1年(中华民国1 0年)春，在建平县东塘设当铺一处，．当典

牌号名目“瑞泉永”，资本总额为1万元，月利3分。

1 922年(民国1 1年)冬，设“热河兴业银行建平分金处”一处，

地址设在建平县朱力科，总经理栾干伍，营业种类主要办理： 交

通、金融，发行建平流通金30万元，发展存款12万元。

1 938年(民国27年)12月，在建平县城设立庶民金融机构一

处，名为．“建平金融合作社”，社内置社长1人，理事1人，监事3

人，评议员5A，下设贷款、储纳、计算、庶务、存款5系，入社社

员1 322：名。 ：
‘

1 949_d乍-1 1月。我县正式成立“东北银行朝阳支行建平农贷所”，

属朝阳支行管辖。

1950年12月，建平农贷所改名为“东北银行建平办事处”，直

接归东北银行管辖。

1 95 1年4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关于统一关内外币

制的命令》，我行奉命发行人民币。同时以1：9．5的比例兑换收回

东北币。

‘1951年7月，建平办事处改名为“东北区行热河省分行建平支

行”，棣属热河省分行管辖。

1 9·54年8月，建平支行由建平镇搬迁到叶柏寿镇。同时撤销原

设在叶柏寿镇内的“叶柏寿办事处”，与支行合并，合署办公。



1 955年3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发行新的人民

币和收回旧人民币的命令》，我行奉令发行新人民币。同时以1：1

万的比例兑换收回旧人民币。

1 955年9月，为加强农贷资金管理，奉上级行指示：入、农两

行机构分设，于5月末正式成立“中国农业银行建平县支行”，两

个牌子，一套人马。

1955年10月，根据上级行指示精神，开始推行苏联“大会计

制”和“八种一结算方式。

1957年12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发行金属分币的命令》，我行

奉命发行一、二、五分3种铝镁合金硬分币，以补充市场辅币之不

足。

1 958年1月，大跃进开始，·银行内部制度也大破大立，会

计、出纳、信货、结算实行“一条龙”、 “一手清”服务方式，打

开窗子，、走出柜台，直接服务到企业。

1 960年5月，根据国务院和总行通知精神，为减轻灾区社队和

社员个人的债务负担，我行在全县范围内，共清理豁免各种农业贷

款275万元。

1961年3月，我行奉令发行1956年版一元券(黑版)人民币。

1963年3月，毛凤霄行长代表我行和朝阳地区银行系统，出席

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受至4毛泽东主席、刘

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入的接见。

’1 963年8月，根据国务院和总行的通知精神，在国民经济恢复

时期，为减轻人民的债务负担，在全县范围．内，共清理豁免集体和

个人各种贷款1 2 1．5万元。 _ 。
’

1 964年1月，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为改善和加强对农业基本
4



建设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奉上级行指示，人、农两行机构第2次分

设，正式成立“中国农业银行建平县支行”，两个机构两个牌子。

1964年4月，我行奉命发行1960年版二元券、1962年版两角

券。同时奉命收回苏联代印蜘1953年版三、五、十元券。

1965年9月，根据国务院指示和上级行精神，撤销中国农业银

行建平县支行，与人民银行建平}县支行合并。

1966年12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行纷纷成立战斗队，领导靠

边站， “造反派”夺权，开始掌握银行的党、政、财、文大权。

1 968年7月，根据辽宁省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朝革字(68)

87号批示》，银行各“革命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正式成立“中

国人民银行建平县支行革命委员会”。

1969年10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发行1960年版五元

和一元券的通知”，我行奉命发行五元券和一元券。

1 979年6月，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为管好用好农业企事业方

面的资金，奉上级行指示，人、农两行机构第3次分设，正式成立

“中国农业银行建平县支行”，与人民银行建平县支行彻底分开。

1982年12月，人、农两行合资筹建的办公大楼落成，正式投付

使用。

1982年到1984年，人民银行建平县支行连续3年被辽宁省分行

评为先进集体～红旗行。1982年到1985年，连续4年被朝阳市行
评为先进红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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