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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何湘波

《岳阳县农业银行志》自1988年7月起，三易其稿，今终付梓成书。

人类社会有了商品交换，产生货币，便形成从事货币兑换和承担信

用中介的金融活动机构，继而演变成现代银行。岳阳县自然资源、地理

优势得天独厚，商品交换、货币流通、金融活动机构设置渊远流长，县

内最早流通的货币可溯及公元7年的“金错刀”，近代银行的前身为1903

年的“岳州官钱局”。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币值极不稳定，金融机构

弊端百出，群众苦于高利货盘剥，金融事业凋敝不堪。直到1 949年全国

解放后，金融事业才呈现日新月异的局面。40年来，岳阳县农业银行虽

经历了与人民银行、市农行四分四合的过程，但对农村物质资料生产、；

扩大流通、打击投机、稳定物价、促进增收节支、安定人民生活等方面

起了积极作用。尤其是1 979年县农业银行再度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到至

今已10年， 为发展岳阳县的农村经济积极筹集资金、 管好用好资金，

作了极大的努力。而今，岳阳县农业银行系统机构健全，装备先进，经

济实力雄厚，以“信誉至上、竭诚服务、高效廉洁、文明办行”为宗畜，

为全面开拓岳阳县的农村金融事业有了扎实的基础。

志书真实地记录了本行的发展史，为鉴古知今，存史资治作了一件

有益的工作，特向编纂工作者和对本志予以关心、支持的同志和单位，

致以热忱的谢意!



1988省农行副行长戴桨(前排左起第五)来岳阳视察工作与行、所
负责人合影。

1987岳阳县农业银行行长何湘波(前排中)、副行长姚伯伦(前排

左二)、柳小平(前排左三)、罗晓鸣(前排右二)、邹金山(前排

右三)与先进单位代表台影。



编纂工作人员合影主编

编辑

汤晓年(左一)剐主编：周石龙(右一)

许国斌(左二) 何岳松(左三)

岳阳县农业银行农贸市场储蓄所



县农行机关院内爱荣亭之景

¨“‘、●￡化小L亿“公ii戈也设l|l成

绩优蚪 特产搿键此令

国务院对荆洲信用社颁发嘉奖夸

行眺忠胛



爨蠢璧黪锻鹅餐

县农行支持漂尾织布厂出口OPltE

荆洲信用社扶持贫困地区发展果林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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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县农业银行支持林业开发，圈为大云山林场一角

芒

农业银行扶持的渔场之一——中洲渔场

L■1



岳阳县农业银行支持

全县吨粮田开发。I冬|为

筻1：3区熊市乡一角，冬

季大麦亩产200公斤。

早稻：戚优49亩产450

～500公斤。，

晚稻；威优64或仙优

64亩产400～500公斤。

印蛄巍
氯一，‘，，





凡 例

一、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依事横排，依时纵写。

二、记事上限源于1933年岳阳县成立信用合作杜。下限断

至1989年12月，个别内容作了必要的上溯和下延。

三、对岳阳县农村金融事业受过省级以上领导机关表彰、

出席省级以上会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出现重大差错事故的人

和事，分别采用表列名单的方法体现或在有关章、节、大事记

中记人叙事。

四、童在记述各个时期岳阳县农村金融活动情况，至于当

时政治背景和社会效益从略。

五、各项数字除专用名称使用汉文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记载。
‘

六、因岳阳县不属苏区，略去苏区货币。

七、货币图片应属岳阳县人民银行范畴。鉴于县人行刚成

立，未写行业志，县志办指令岳阳县农业银行志填补其空白。

七十年代全国金融系统唯一的一面红旗一～荆洲信用社在第七

章信用合作中作了专题记述。

八、所用史料和各项数据，录自湘潭市农业银行、岳阳市

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岳阳县农业银行档案室，岳

阳市、县档案馆口口碑资料一般只作旁证参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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