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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言

编纂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志有。存史、资

治、教化”的功能，所以“盛世修志”历来如此。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河南省在政治、经济、财贸、

金融、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百

业俱兴，政通人和，于是有修志之举。在中央的

倡导下，J 9 8 J『年河南省成立了地方史志编纂委

员会，领导《河南省志》的编纂工作。经过十余
年的努力，《河南省志·金融志》已于J 992年编

成出版。该志除概括记述了清代至民国时期河南

金融机构发展变化和流通货币情况外，重点记述
了J 94 9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河南省的分设机构的建设与
发展，以及各种金融业务活动和现状，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色和翔实的资料价值，对于了解和发展
河南金融事业，更好地为河南的经济建设服务，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省金融志既已编成．出版，何以又编纂这部
’

《河南省农村金融志》呢?这首先是由于编述的
范围不同。省金融志是《河南省志》中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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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全面记述了搿五行一司”各系统的不同金融专
业，而农村金融志则是河南省农业银行及农村信

用合作社的部门志，只就农村金融一个方面进行记

述。其次是取材的内容不同。省金融志仅记述金

融业务部分，不合内部建设，而农村金融志不仅

全面记述了农业银行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全部农
村金融业务，而且兼述了内部建设。其三，省农

村金融志和省金融志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

农业银行的机构就河南省来说，曾经是“三起两
落”，建立时间短，在J 9 7 9年农业银行恢复以前
的农村金融业务，基本上是由人民银行完成的，

而在农业银行恢复以后，其业务活动内容又较省

金融志记载的更加详细。还有一点应当提到的就
是农业银行机构当前面临与农业发展银行分设的

形势，如不抓紧完成此前的农村金融资料的编纂
工作，则以后再来编纂必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河南省农村金融志》是在省农业银行参与省
金融志收集资料和编纂过程中于J『9 88年8月开

始着手筹办的。J 9 89年8月省农业银行正式成
立了河南省农村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

室，组织省农行机关各处、室及二级机构进行资
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到J 9 9 0年底因故中断。
J『9 92年2月，省农业银行改组了省农村金融志

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继续进行资料的收集整

理和编纂工作。前后历经六载，数易其稿，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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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部上起建国初期，下迄J 9 9 3年底的《河南

省农村金融志》编成出版。这是在省农行领导和

省农村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省农行
机关各部门积极参加和地、市支行的关心支持下

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河南省农村金融志》的编纂工作是严肃认真

的‘。它以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历

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为指导思
想；以志为主要体裁，横分纵述，详近略远，力

求写出事业的兴衰起伏，彰明因果，反映规律，
以资借鉴；在语言文字上要求主质朴、尚简约、
求规范。但是，由于农业银行几起几落，掌握的

资料常感不足，运用新观点、新方法和驾驭语言

文字的水平不高，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这是
必须加以说明的。

总之，完成了这部书，应当说是一件具有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事。谨以此书奉献给在河南
省农村金融战线上奋力拼搏和虽已离退休但热心

关怀农村金融事业的同志们，它将为您提供有益

的参考。同时，对于需要了解河南省农村金融事

业的历史和现状的各界朋友们，此书将是一个良

好的向导。

编 者

1994年i 2其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是河南省农业银行系统的部门志，除

记述农村金融各项业务外，有关农业银行、农村信

用合作社内部的各方面建设，也分别加以记述，以

见全貌。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方针、政策

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河南省农村金融工作的

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编纂年代，上起J 94 9年建国初期，

下迄-993年。其主要篇幅记述了，979～，993年

农业银行恢复以来的情况。

四、本志结构，包括序言、凡例、概述、大事

记、分类志、人物简介和附录等。志为主体。按照

“横分竖写”的体例，先以事分类，·排列章、节、目

等，然后以时为序，纵述始末，力求彰明因果，反

映规律，以资借鉴。

五、本志文体用语体记叙文。据实记述，不议

论，不评价，主质朴、尚简约、求规范，使其具有
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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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相结合
的体裁，一般按事件发生时间顺序记述，少数事件
叙及结束时间。

七、本志附表，一般附在有关节、目之后；为
了行文方便，也有列于文中的。附表用所在章、节

和排列序号三个数字编码。照片因印制原因，适当

集中。

八、本志记录数字，除惯例须用汉字者外，一

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所用建国后人民币货币单位，均以
J 955年第二版人民币为准。』955年以前的旧人民

币币值，均折合为第二版人民币币值。

十、本志所述的利率，除民间借贷利率用汉字

书写为月息几分(或几厘)者外，一律用％(年

息)、‰(月息)符号表示。各个时期的存款、贷

款利率变化情况，均附有专表说明。

十一、本志注释，一般用脚注，少数用文内注。
十二、组织机构名称一般用全称，过长的名称

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用简称。例如“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中共

河南省委员会”、‘‘河南省人民政府”简称．“省委”、

“省政府”；“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简称“省农业

银行”或“省农行”，使用于本系统时也称“省行”；

“农村信用合作社”简称。信用社”；余可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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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河南省是中华民族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但在长期的封建

统治下，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生活相当贫困。从鸦片战争

后到解放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

残酷压迫，更加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战争和灾荒

．的双重破坏下，广大农民忍受着苛重的地租、赋税和高利贷的

重重剥削，终年劳动，不得温饱，挣扎在饥饿线上。

1948年河南省大部分县、市相继解放，中原大地成为进

军江南、解放全中国的后方基地。为支援解放战争、发展经

济，1948年8月23日，中州农民银行在宝丰县建立。1949

年3月22日，中州农民银行河南省分行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

省分行同时建立。中州农民银行各级行兼理人民银行业务，各

级中州农民银行经理同时兼任各级人民银行经理职务。中州币

与人民币混合流通。1949年底，中州农民银行完成了历史使

命，正式结束。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及所属机构全面办理

全省城乡金融业务。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和统一管理农业资金，1955年

5月和1963年12月两次建立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并在

各地、市、县建立分支机构。但两次建立时间合计只有四年零’

三个月，分别于1957年6月和1965年12月两次撤销并人人

民银行。1979年7月农业银行恢复，成为经营管理农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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