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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包头市中心支行行志》(以下简称行

志)，今天和建行系统内的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我们建行政治

生活中的一停大喜事。值得祝贺。
。

《行志》的出版，它标志着我们包头建设银行三干五年来所

走过的足迹有了一个此较系统，完整，正确的记录。对我们回

顾历史，总结经验，启迪未来，开拓前进，将会起到借鉴的作

用。 ．

一

这本《行志》是从一九五一年九月包头交通银行成五到撤

销，一九五四年卞月包头建设银行成立到一九八六年底三十五年

的三起两落的全过程。内容包括l概况、机构沿革、组织分工，

制度建设、政治运动和人事干部教育、经费管理和业务管理等共七

个章节，以及有关经办重点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的图片等资料．

全书约八万余字。
。

、

编纂《行志》，在包头还是首次，在编纂中由于政治思想，

业务素质等水平有限，加之建行机构的几经撤并，档案资料的整

理与归卷不尽完善，汇编内容难免出现某些疏漏和错误，不足之

处很多，翌广大读者，(特别是在建行多年的老同志)谅解。

周士杰

一九八六年干二月 ． 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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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包头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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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银行阶段

建设银行机构成立到第一次撤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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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包头市中心支行全辖人员情况1951--i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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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股)级干部花名册(包括交通银行阶段)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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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业务管理
’ ⋯ 。’

，

●
●●

第一节交通银行时期1951．9—1954．9-．．oSe000 651050 QO．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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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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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况

～． 第一节包头建设银行的成立

包头，地处华北的西北部，属内蒙古自治区，北依大青山，

南临黄河，东邻土默川，西接河套，面积八千三百二十平方公

里。资源有，铁，稀土，煤，云母，石灰石，莹石，耐火土，大

理石等多种矿产资源，是一个面积辽阔、物产丰富的地区．．．

全市共辖八个行政区，即t东河区，青山区，昆都仑区，石

拐矿区，白云鄂博矿区，固阳县，土默特右旗，郊区·人口一百

六十万． ’．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建设包头钢铁工业基地。从

起，各地抽调了大量的干部，科技人员，工人支援包

头,-'／钢L铁W-工N业盔g的建设· ．．

．1

1纱



为了适应包头钢铁工业基地的兴建，一九五四年三月，经办

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的交通银行包头支行升格为包头专业分行。一

九五四年十月，成立建设银行包头分行，撤销交通银行。当时经

办的重点建设单位是。包头钢铁公司，617厂，447厂，铁道部基

建三分局，包头矿务局，包头糖厂，以及为上述建设单位施工的

冶金部所属第二冶金建设公司，建工部所属的华北第二建筑工程

公司，铁道部所属的第三工程局以及市建筑工程公司等建筑安装

施工企业。 ·

。

，

建设银行的成立及其工作成效，对草原钢城的建设起到了促．

进作用。

当时，包头建设银行直属总行领导，不同于其他盟市行。因

为，重点建设单位都属中央有关部领导，便于对口，有利于工

作。

第二节建设银行概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是一个专业银行，它同时担负着财政和

银行的双重职能。其财政职能是根据国家批准的基本建设计划和

有关制度、规定、办法、供应资金、管理和监督由各级国家财政预算

拨款的基本建设投资，挖潜、技措，更新改造拨款、地质勘察单

位的经费核算，部门、企业的自筹基本建设投资，建筑安装施工

企业的财务管理。其银行职能是办理基本建设单位和建筑安装施

工企业的结算和信贷，施工企业和生产厂矿的结算，并监督其合

理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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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的前身是交通银行。包头市交通银行成立于一九五

一年九月，开始称交通银行包头办事处，后改称支行，一九五四

年三月改称交通银行包头分行。建设银行包头分行是在交通银行

的基础上沿革下来的。当时交通银行公股清理工作任务基本完

成，因而机构名称亦随之改变。 ．

‘

三十二年来，建设银行的机构，建翩，分工，领导关系，干

部级别配备，职工数量，工作任务等等均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

势的发展需要，行政区域的变动而有所变化、调正。

从一九五四年十月建设银行成立，到一九八六年底的三十二

年中，经建行拨出的各种基本建设投资(包括拨改贷，建行贷款

等)共53．4亿元，平均每年为19，036万元。建成了具有现代工业

水平的冶金，机械、煤炭、电力工业为中心的钢铁、机械工业城

市。发放各种贷款8．78亿元，支持了施工企业流动资金的不足，

支持了轻纺工业短线产品和出口工业生产，支持了老企业的技术

更新改造’支持了商品房的建设·通过对施工图预算，竣工决算

必及概算的审查，核减基本建设投资11，327万元，为总投资支出

53．4亿元的2．12％，占预算审查价值137，937万元的7．55呖。经柜

台审查，制止各种不合理开支2，705万元。

在这三十二年中，通过我们的工作，加强了基本建设投资的

管理，加快了工业和民用福利设施的建设，促进了施工企业的财

务管理和经济核算，节约了投资，坚持了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

体现了建设银行的财政和银行的双重职能。

三十二年来，我们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执行了总行和内

蒙古自治区分行的各种规章制度，各项工作任务，在各个不同时

3



期支持了基本建设事业的发展。但在执行上级有关规章制度过程

的同时，由于我们政策水平不高，亦执行了一些错误的东西。在

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左黟的影响，对一些同志无限上纲，控

伤了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崔四人帮黟掌权时期的“文革黟十

’年动乱中，更为突出·
‘

●

●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包头市中心支行经办各级基建拨款统计
1951．9—1986．12· 单位l万元

拨 款
年 度 支出数Il 年 度

支出数

总 计 536，253．3 1966年 26，589．0

交通银行阶段 2，392．8 67，， 10，374．5

1952年 500．3 63，， 10，737．9

53，， 1，892．5 第三阶段1973-1986 225，466．2

建设银行阶段 533，860．5 1973年 14，406．1

第一阶段1954—1958 76，612．2
’

74，， 16，492．8

． 1954年 5，924．5 75，， 13，003．9

55∥ 6，387．4 76 It 13，567．1
’

56∥ 25，672．8 77 It 10，512．6

57∥ 38，627．5 78— 17，9-25．2

第二阶段1959—1968 228，782．1 79，， 20，039．5

1959年 52，559．5 80仃 14，061．O

·’ 60∥ 65，480．3 81厅 8，830．2

· 61，， 14，019．5
。

82∥ 14，164．7

· 62" 6，251．9 83 It 17，293．7

。

63∥ 7，938．6 84 It 22，655．O

64胗 13，457．3 85詹 21，770．0

65 II 21，373．6 86— 23，744．4

5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包头市中心支行支持工业贷款统计
1953--1986 单位l万元

年 度 贷款数l。年 度 贷款数

}

总 计 87，822．9 1967年 200．0

交通银行阶段
。

15．0 68，， 120．0

1953年 15．0 第三阶段 69，023．5

建设银行阶段 87，807．9 1973年 106．2

第一阶段 6，934．3 、 74，， · 192．0

1954年 182．3 75，， 114．8

55” 326．5 76，， 95．0

‘56∥ 4，599．9 77伊 215．0

57，， 1，825．6 78盯 1，788．1

第二阶段 11，850．1 79Ⅳ 836．9

1959年 933．9 80Ⅳ l，541．7

60” 1，825．6 81∥ 3，386．6

61" 2，005．7 82仃 2，779．7

62，， 5，814．8 83 n 5，424．2

63 I， 157．1 84厅 9，930．0

64，， 273．0 85 It 24，072．4

65∥ 250．0 86伊 18，540．9

66"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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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建设银j旨包头市中心支行

历年经办的盟市级 基本建设拨款统计 ．’

：

单位t万元

＼舅 其中I ‘＼万 乓 中；

宰＼厨 拨款总计 自筹资金(包 年＼＼目
拨款总计 自筹资金(包

度"-L
预算拨款‘ 括财政、部门、 蘑＼．

预， }拨款 括财政、部门、

企业单位) 企业单位)

总 计 88，563．7 66，080．5 9．2，483．2 1966年 1，078．5 510．8 567．7

交通银行阶段 398．9 398．9 67，， 638．7 327．5 311．2

1959．年 157．9 157．9 68∥ 1，126．8 795．5 331．3

53，， 241．0 9．41．0 第三阶段1973—1986 53，646．6 34 ，527．6 19，119．0

建设银行阶段 88，164．8 65，681．6 22，483．2 1973年 3，050．5 2 ，453．5 597．0

第一阶段1954m1958 11，688．5 11，539．6 1,18．9 74，，’ 4，177．5 3 ，379．4 798．1

1954年· 79-5．2 725．2 75，， 3，966．0 3 ，9t6．9 49．1

55／／ 686．6 631．9 54．7 76，， 5，177．3 t ，038．7 1，138．6

56∥ 3，274．4 3，239．2 ●o2 77∥ 4，289．5 3 ，641．5 648．0

57，， 2，287．8 2，9．28．8 59．0 78∥ 4，340．8 3 ，373．2 967．6

58／／ 4，71,1．5 4，714．5 79，， 4，846．6 2 ，884．1 1，962．5

第二阶段1959—1968 22，829．7 19，61,1．4 3，215．3 80，， 3，751．5 l ，531．8 2，219．7

1959年 8，652．9 8，092．1 560．8 8l，， 2，900．7 814．4 2，086．3

60∥ 8，103．7 7，554．4 549．3 82，， 3，294．4 l ，316．0 l，978．4

? 61∥ 835．6 739．7 95．9 83，， 1，973．9 l ，491．6 482．3

62∥ 324．7 324．7 84∥ 2，088．4 l ，553．5 534．9

63∥ 8117．1 311。6 25．5 85，， 4，423．1 566．6 3，856．5

64静 499．1 9．51．4 247．7 86，， 5，366．4 5 ，366．4 1，800．O

65，， l，9．32．6 706．7 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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