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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写部门志，是当代编史修志的一项伟大创举，这对于为编纂新县志提供可靠的基础资

料，为总结本部门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今后行，司，社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

依据，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均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和县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县人民银行，县工商银行，县农业银行，

县保险公司经过协商，于l 9 8 6年3月，成立了靠石棉县金融志编纂小组艿开始修志的有

关工作。但由于两度编纂人员更动，仅收集部分资料，来能整理编写，一直延至l 9 8 9年

1月，再度选定专人，继续收集和抄录有关资料，仅收集和摘抄资料有千余件，l 5 2万余

字，尚不包括决算数据，经反复查对核实，多次考证修改，予以订正而成初稿。

本志主要记述了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上级行，司的正确领导下，我县社

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发展概况，重点突出了建县三十八年来，石棉县金融系统，怎样在一穷二

白的新建少数民族穷县中，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货币发行，现金管理，信贷管理、结算管

理，储蓄存款和保险业务等项工作，贯彻党和国家的金融方针和政策，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及经验教训。同时记述了机构，人员及其他业务发展情况，这些都是党和

政府领导金融事业发展的实录b

在编写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定为指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问题决议"为准绳，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基本要

求，力争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突出地方性和本部门的特点。

编写部门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政治水平，政策水平不高，历史知识和写作能

力有限，加之此次所编《石棉县金融志》包括人行，工行，农行、保司四大部门(建行另成

专志)。实际为三行一司志，资料极其浩繁，且于火灾中有散失，因此收集不够广泛充分，

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竭诚希望领导和同志批评指正。

另外，向支持我们完成本志的党政领导和县档案馆以及提供资料的人员，谨此一并表示

谢意。

石棉县金融志编纂小组

1 9 8 9年l 2月3 1日



凡 例

厂-，本志为石棉县金融部门和全县信用合作社的合志，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石棉县支行(文内简称县人行，县工行、县农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石棉县支

公司(文内简称县保司)，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文内简称信用社)。建设银行巳另成专志o

’二，本志横分事类，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首列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专业业务为

纬，杂记为尾，志，纪，传，图，表、录并用。全志共4 0余万字，l 2章6 l节。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汉源、越西县及石棉县档案馆，各行，司、社档案室和有关单

位领导及老干部座读口碑，并参阅金融史料书籍考证予以追述。

四，本志以1950年为上限，1988年为下限。建县前视资料予以上延，务使少留历史空自。

五，本志突出地方的专业特色，凡天下通典不录，涉及政治运动只对行业影响有所记

述，余皆阙如，

六，本志遵循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行文规定一律按中央宣传部及

中央有关单位规定办理，所记数据为存史一律按当年原值收录，增减速度巳换算为可比数。

七，资料取舍依为县志，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提基础资料之需，同时为备存史，资政，教

化，详细增损突出志贵周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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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县位于雅安地区西南部、东邻汉源、甘洛县，南接越西，‘冕宁，西连九龙，康定

县，北邻泸定县，境内南北最大纵距7 7公里，东西最大横距6 0公里，幅员面积2 6 7 8

平方公里。l 9 8 8年末，总人口112105人，其中农业人G82556人。有汉族和彝、藏、回

等l 1个少数民族。耕地面积95737亩。行政区划为1个镇，1 6个乡(含1 0民族乡)◆

2个居民委员会，l 2个居民小组，9 7个自然村，5 0 1个村民小组。县治设新棉镇(原

名农场)，距雅安2 1 0公里，位于大渡河中游南岸，地处东经102。21 7，北纬29。14—7。

海拔8 7 g米。 ⋯ “

’。d．9 5 0年3月2 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今石棉县治所在地一一农场，因境内富藏

优质智棉，当年即建成省属石棉矿。为发展石棉工业，加强这一地区的行政管理，西康省人

民政府于l 9 5 1年6月2 8日，决定将汉源县第四区，越西县第五区增划石棉县，经1952

年5片9日政务院批准，石棉县建置属原西康省雅安专区，l 9 5 5年西康并入四川省后，

仍属四川省雅安专区。
’

’

今石棉县境域在先秦时为西南邛，簦少数民族聚居地。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l l 1

年)武帝开发西南夷置沈黎郡，今县境属沈黎郡牦牛县所辖，从此开始了由中央政权治理的

时代。‘到隋初废郡，设沈黎县，隶属临邛郡。唐为汉源郡、复为黎州，属剑南道。宋元时期

大渡河北岸属汉源县，明属黎州长官司，直隶四川都司，清属清溪县大田土司，道光废土司设

顺河乡，民国为汉源县美罗乡、丰乐乡(又名大冲乡)，解放后为汉源第四区。大渡河南岸

宋属大理地方政权的勿邓部，元属罗罗司、建昌路邓部州，明属四川行都司越西卫邛部

州，清属越西厅松林地土司，民国l 6年(1 9 2 7)废土司为越西县安顺乡，回隆乡，栗

子坪，解放后为越西县第五区。 ‘7 ． 一t
’

籍棉县地处横断山脉东域，全境以大渡河为界划分为西南，东北两大构造部分。山地为

主i蛉谷相间。’大渡河由北向南到县城附近折向东流，流经1 0个乡(镇)，经县境7—9公

里，平均流量1218立方米／秒，天然落差2 l 0米、境内有大渡河的主要支流南桠河，小水
河，松林河，田湾河等l 5条。全县水能理论蕴藏量为4 2 3万千瓦，可开发量为2 7 6万

瓦千(不含外县水头)j解放以来党和政府重视水电开发，尤其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

发展迅猛．至l 9 8 8年止巳建成大小电站3 8座。装机容量15．06万千瓦。其中中央级一

座，l 2万千瓦，地区级—座，2万千瓦I县，乡，村小电站3 6座，10608千瓦。尚有3座

站电(7 5 0 0千瓦)在建。(巳于l 9 8 9及l 9 9 0年投产，至此，县，乡，村已建成

电站3 9座，18108千瓦，县和县以上巳建成电站4 l座15．81万千瓦)。‘

在农业上废除了落后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和封建奴隶制度，改造低产田，使全县耕地面

积达9．57万亩，占总面积2．4％，水田2．4万亩，占耕地的2 5％，旱地7．2万亩，



占7 5％。森林面积152．8万亩，覆盖率3 8％，活立木储量1 7 8 4方立方来。主要粮食

作物为水稻，玉米，小麦、油菜，洋芋、大豆等。产天麻、虫草，大黄、贝母等名贵药材，经济作

物有各种水果．蚕桑，花椒等，并有草山、草坡l 0 8万亩，占总面积2 7％，可发展畜牧。解

放后在党，政领导下。精耕细作、培育良种，粮食产量由l 9 5 2年的l 6 O 2万斤上升

到1 9 8 8年的7 9 2 l万斤，增长4倍，农业总产值由l 9 5 2年的1 7 1万元。上升到

1 9 8 8年的2 9 0 l万元，按可比价增长1 6倍。

石棉县地下矿藏丰富，温石棉探明储量1 7 3 4万吨，是全国温石棉长纤维开采的重要

基地， “康棉"在国内外均有盛誉，北京地质博物馆陈列的2．19米“石棉王"即出自石棉

县。闪石棉探明储量14220吨尚待开发。解放后建了两个省级石棉矿，从开采、加工、包装

到运输已实现机械化，年产已达4万余吨，还生产了泡沫石棉、石棉线等加工制品。乡、村

企业及个体也有经营。

除石棉外还有花岗石、大理石、白云石、水晶石、金，银、铜、石膏等2 0多个矿种。

矿点5 0多个。解放后巳勘探、开发的有花岗石、大理石，金、铜等矿。草科雪花白大理石

储量1 0 0 0万立方米，丰乐乡红色花岗石远景储量20亿立方米，局部D级地质储量1875万

立方米，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和成都展览馆均采用过石棉县的红色花岗石。

解放后在党政领导和银行信贷支持下工业发展较快，除省、地厂矿外本县也建成丝厂，

伐木场、花岗石公司、能源水电为中心的工业结构，采矿、建筑、建材，机械，五金，汽车

修配，运输、印刷、服装、食品、饮料，木器制作等也有发展。工业总产值由1 9 5 2年的

2 5 8万元，上升到1 9 8 8年的9 3 O 2万元，按可比价(下同)增长3 5倍。其中县属

工业总产值l 9 8 8年达2 6 4 7万元，比l 9 5 2年增长2 9 3倍。工农业总产值13575

万元比l 9 5 2年增长21．5倍，人均l 2 2 2元。其中县属6 9 2 0万元，比l 9 5 2年增

长3 8倍，人均7 6 8元。 ，．“

，

。商贸方面，解放前石棉无县治，分属越西，汉源两县的河道七场及顺河3场仅有少数个

体工商户及外地行，帮、摊贩，今县治农场并无场期，仅有少数摊贩。解放后逐步建设了百

货，五金i饮食服务蔬菜、糖酒，食品、．煤建，石油，矿贸、医药、中药等公司，胜利商

场，粮食局、供销合作社等，至l 9 8 8年已有机构网点1 4 2 8个，其中国营商业l 2 4

个，供销社1 8 4个、集体商业网点2 2 3个，个体商业8 9 7个。商业从业人员l 9 8 8

年达3249人，其中国营648人，供销社342人，’饮食业628人。服务业614人。以上数据与解放

初期的一穷二白已无法相比，与l 9 6 2年相比，机构也增长l 3倍，人员增长8倍。

由于石棉县工『业发展快，工业人口比重大， (1 9 8 8年城镇人口29549人。占总人口

26．36％)货币投放量大，3 8年来共支出现金10．9亿元、现金收入7．78亿元，投放差额2I．8

亿元。在党政领导下由于商贸部门的努力和银行信贷的大力支持，商业购销活跃，市场繁

荣，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 9 8 8年达7 2 8 8万元，比l 9 5 2年增长3 2倍。其中国营商

业纯销售5 4 8 6万元比1 9 5 2年增长2 5．‘8倍，纯购进2 7 2 4万元比l 9 5 2年增

长l l 7倍，农副产品采购l 1 6 l万元、比1952年增长5 1倍。 一． ·

建县后在交通运输方面也很突出，1 9 5 2年川云公路修复通车，以后又修了石泸(定)

路，与川藏公路连接，县内也乡乡通了公路d现有国家公路两条，县养公路2条，乡村公路

2



7条、厂矿专用公路1 1条，总里程3 9 5公里。共有汽车4 0 0辆(县属1 3 4辆)拖拉

机4 9 5台。
?

’．

在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更有明显的进步。。|。 ⋯‘

～4 9 5 1年1 0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石棉县支行成立后，国家银行的主要任务。一

方菌继续向矗封建货币银元黟进行斗争，推广人民币下乡，、擘消灭”农村交易中“以物易

物”现象，另一方面配合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积极发放农业生产放款为主要工作，执

行“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农贷方针，贯彻以贫雇农为主，团结中农

的政策，做好农贷发放，支持生产发展。 j 、

’；。

·’j l‘9 5 4年，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广大农民已走上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道

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对调剂资金的需求显得十分迫切。为适应这一农村经济发

展的需要，从四月开始，在回隆，安顺等七个乡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至1 9 5 5年底，’

全县矿山，农村先后建立了八个储蓄所，四个营业所，并实现了乡乡有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机

构网点。
．

‘l 9 5 6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各条战线均取得巨大胜

利。农业获得丰收，农业生产合作化进入高潮，为了帮助贫下中农解决交纳入社股金的困

难，’根据中央指示，举办了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年来共发放3．21万元，解决了贫下中农入社

的困难，加强了贫农与中农的团结。

l 9 5 8年，正当农村经济形势大好，农业生产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下取得迅速发展的

时候， 靠大跃进"之风刮遍矿山、农村，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一平二调’’

和矗共产凤"。掀起了金融工作“跃进"热潮，号召大破大立改革机构繁杂的规章制度。旧

的规章铷度破了，新的却未建立，造成错款错帐严重，使信贷业务，会计出纳工作造成了混

乱和损失。尽管如此，广大行、社干部、对吸收存款支持农业生产发展仍然做了大量工作。

许多农金干部，满腔热情地扶持穷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穷队从多方面开辟

生产门路，提高生产水平，增加收入。
’

l 9 6 2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货币投放过多，商品不足，市场物价上涨。为控制

货币的发行，稳定物价，发展生产。中央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

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工作六条黟)，首先加强了信贷管理，严格控制了货币发

行。其次恢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坚持信贷原则，严格按照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发放贷款，

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堵住信贷方面的漏洞。同时严格现金管理，重新核定受管单位库存

现金限额，控制大额现金支付，并实行对工资基金的监督，由于抽紧了信贷，很快就收到了

效果，使货币净投放比上年下降179．7万元趋于正常的局面。

。、 l 9 6 6年，省分行行长会议提出，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矗备战，备荒，为人民万的战

略思想，必须大抓农业，大抓粮食，要求各级银行把支持农业放在业务工作的首位，县支行

要以9 0％的精力做好支援农业的各项工作，千方百计加强支农第一线的力量。全县行，社

干部，闻风而动，深入基层，满腔热情地扶持社、队发展生产。正在此时， “文化大革命秒

开始，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大量祸国秧民的

罪恶活动，否定银行工作，把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统统定为“管、卡，压’’，造成银行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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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混乱，严重影响了业务的开展，贷款的经济效益下降，沉淀数额增大，使金融工作处手

极为被动的状态，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银行信贷贯彻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万的方

针。在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遵照邓小平同志“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发挥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作用力的指示，经总行批准，于l 9 8 O年开始了金融体制

改革，使金融事业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

展，金融体制改革围绕着政企分开、向专业化，多样化和企业化发展，建立了中央银行的分

支机构，和强化了中央银行的职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逐步形成。改革是

多方面的，这些改革给工商信贷、农村信贷、保险业务、带来了活力，支持扩大商品流通，

支持承包户、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联合经营，促进工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发挥了较大的作

用。l 9 8 0年超开办了中短期设备贷款，用于企业挖，革、改、发展了生产力。
l 9 8 4年，省委提出“富民，升位，，的战略部署，全省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空

前高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等中央关于城乡经济改革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

富民政策深入人心，城乡工业、商业、运输、服务业等迅速发展，新型的产业结构正在形

成。在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方面，经过几次重大的改革，一次比一次深化，从存贷两条线到

“存贷挂钩，差额包干"，进而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自主经营力的信贷资

金责任制，调动了下级行处的积极性，抓存款已经成为各专业银行的首要任务，从而出现了

拓行长抓，全行抓，言必及存款”的局面。在组织存款上采取了很多有效的办法，诸如增设

储蓄网点，调整储蓄存款利率，扩大对公存款的计息范围和开办定期存款，抓存款大户，开

展储蓄宣传，加强服务，方便存取。1 9 8 8年底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行，社达3228．3万元，比

l 9 7 8年的352．9万元，增长8．15倍，l 9 8 8年底各项存款，行社余额达6301．7万元，

比l 9 7 8年的1．655万元，增加4646．7万元，增长2．81倍，各项贷款l 9 8 8年底。行社

余额达5，864．6YY元，比1 9 7 8年的1131．5万元增长4．18倍J县保险公司l 9 8 8年共收

保费1 1 5万元，比1 9 8 1年恢复时保费收入o．6万元增长l 9 0倍。从而提高了资金使

用率，克服了资金上吃大锅饭的弊端，提高了资金效益。可以说石棉县3 8年问，工农业生

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金融系统支持是条件之一。

为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各专业银行进行了机构改革。按照精干的原则和干部队伍矗四

化力的要求，县行，股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和调整，一批老同志退下来了，一批优秀的

中、青年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实现了新老干部的交替。为了充分发挥信用社这个合作金融

组织的作用，以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根据省委和总行的部署，以恢复“组织上的

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及业务经营上的灵活性"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信用社改革，通过试点，

逐步实行，全面铺开。 ‘，

根据国务院须发的《经济专业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和总行关于评定业务职称的指示

精神，1 9 8 8年底止，全县各专业银行、司，社先后评定高级经济师1人、中级经济，会

计师14入，助理经济会计师5 5人，经济，会计员4 9人。通过评定业务技术职称，调动了

广大行，司，社职工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的积极性。一批既有专业理论知识，又有丰窜

实践经验的金融干部队伍正在成长。．长江后浪推前浪，石棉县金融事业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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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融机构‘沿革

’

‘ p

-．’
’，

解放前，这里无钱庄，银楼、典当行。只有民间借贷往来，亦称“自由借贷，，形式有

．口互通黟和搿贴水’’两种，实物和现金两类。期限有长有短，利息有高有低，名目颇多。自

由借贷中分无息，低息和高利借贷等多种。 ，
’’

，．

‘

(—．)无息借贷。多属互利性质。·相互周济。一般是因男婚女嫁，修房造屋，经商起本

等．亲朋好友，重情谊，不索取利息。 ++
．．

。

，

(二)低息借贷。同品种收取利息，期限短，一般春借秋还，利息百分之二，三。但要

照市价计算。如还粮时粮价上涨，照市面价计收．认涨不认跌。还有借湿还干，或借粗还

精。．如夏季借洋孳一斗，，秋收还玉米一斗的，或借小麦一斗j还大米一斗等。

(三)高利借贷，借实物还实物，一般春借秋还利加五。如借一石还—石五斗的。市面

有借银元，利息收粮的，称之收钱租。高利贷多为土豪劣绅所把持，特别在吸鸦片烟或搞赌

博甚多的地区，极为盛行。其特点是期限短，利息高。如抬行利借l 0元，每天或每场利息

一量二元，十天或五场还清，利息高达百分之百，高得惊人。 {

上溯民国以来，西康建省初期，国民党政权强制推行，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家银

行，所发行之法币与海关兑换券，即关金券。一元折法币2 0元，与法币并行流通。 ． 。

民国三十七年秋，国民党政权又发行金元券、一元兑换法币3 O O万元。银元券一元兑

换金元券5亿元。由于面额与数量节节膨胀，物价暴涨，真有一日千里之势。境内市场交易

紧张．时局动荡不安，人心惶惶，都怕收藏纸币，纷纷以银元，铜元，粮食，蚕丝、鸦片烟

等实物作交易。； ·z
．：

‘

l 9 4 9年1月(民国三十八年)。市面以物易物，纸币难以流通，平民百姓赶场。完

。全以实物作交易，辅以硬通货币——银元。 ．

≈+l 9 5 0年初，境内刖获解放，人民币开始通行，老百姓由于饱受国民党政权币制贬值

的苦，群众余悸未消，仍继续要求硬通货一一银元或实物。因此一段时间人民币只能在机关

单位之间使用。市场流通困难。如l 9 5 0年7月富林兵站到丰乐乡购买羊群，是用盐巴五

斤换羊一支。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贸易，盐务公司等的筹建营业，1 9 5 1年l 0月1

日，又正式成立了国家银行一一中国人民银行石棉县支行，+从此，大力开展吸收储蓄，发放

贷款，收兑金银等业务，人民币的信誉日益巩固和发展。在市场上硬通货和以物易物的逐渐

绝迹，高利贷款也逐步消失了。 一：

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在区所在地建立了回隆，宰羊，·安顺，新民等营业J听’

在乡的所在地组建了1 6个信用合作社。 ·
、’

我县金融机构，几经分合，截至目前已形成以人民银行为中心，专业银行为主体和其他

金融机构并存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紧紧围绕着党和政府在各个

譬



时期的中心任务，大力开展金融业务活动，．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发展，为改变

石棉县贫穷落后面貌。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石棉县支行

1 9 5 1年6月1日，石棉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西康省分行任命傅长海

(原汉源县支行富林营业所负责人)，率领陈秉权、刘彬泉，杜俊江、黄平绩、徐增淑等同

志来石棉县，．积极筹建人民银行县支行机构。．． j ．．．
’，‘

。同年l O月1日正式成立开业，行长傅长海，内设人事秘书、会计，业务等股职能机

构。主要办理存款，放款、拨款、汇兑：财政金库等业务'全行职工7人。

l 9 5 2年4月，向农村开辟业务，以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县支行建立了农金股周茂

叔任农金股长，组成三个农村金融流动服务组。俟有条件时再将服务组人员固定下来，为区

组建营业所打下基础。

l 9 5 2年l O月2 5日。正式成立了安顺营业所，副主任李怀季，主要业务是开展农

村储蓄，农业贷款的发放和收回。使人民银行的业务更加扩大。从而开始深入到矿山和农

村。

l 9 5 3年7月1日，建立了宰羊营业所，副主任安正禄。

l 9 6 4年3月1日，建立了洗马姑营业所，主任张洪太。 ，

l 9 5 4年7月l O日，建立了海耳洼营业所，主任许化兴。

1 9 5 4年3月至1 9 5 5年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西康省分行，银行工作会议精神，

积极组织力量．在全县范围内的，以乡为单位，通过试点，分期分批组建了十六个农村信用

合作社。全县基本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 ．J．

1 9 5 6年4月l 1日，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根据上级行的指示，在县人民银

行内，‘分设县农业银行，副行长陈金楷。 ． ，

1 9 5 7年6月，县农行奉命撤销，并入县人行，将农业银行帐务。并入县人行。
一 1 9 6 2年3月1月，贯彻“八字"方针，精简机构，县人行精简干部一批，计有陈秉

权，杨乃昌，文绥，王忠玲等l O人。

．1 9 6 3年3月3 O日，县人行经县人委同意，在县支行一级设立营业部，并分别建立

新街，叶坪，凉山，广元堡、尖石包等9个储蓄所和分理处。 。

‘l 9 6 4年5月5日，奉上级指示，恢复成立县农业银行。这是国家为进一步支持农业

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机构设置是·全行绪四个营业所，根据实际业务情况确定。回隆设立

双轨，人，农两行分设办事处，宰羊，安顺，新民三个营业所，统—划给县农行，由农行营

业所代理县人行业务。

l 9 6 5年l 2月2 7日，县农行奉命撤销，再度并入县人行。 ， -一j、

1 9 6 6年6月l 3日，总行发布“关于银行帐务实行资金收付记帐法的实施方案黟。

1 9 6 7年“文化大革命”县人行实行“军管一。 --1

l 9 6 9年1 0月l 6日， “县人行革命委员会刀成立，主任康增虎’副主任许振荣，

宋开贵，下设政工组、生产组。“革委会"的名称至l 9 7 8年l 0月终止，恢复县人行名



称，行长李意清。 ’一：：、‘
‘．j一

’1

⋯1 9 8 0年1月1日，为了适应振兴农村经济的需要，根据上级行的指示，县人行改为

县农行建制。同年6月1日。根据上级指示，r叉从农行中成立县人行。人员、财产、帐务等

按有关规定，由农，人两行协商划分管理。

l 9 8 4年1月1日。根据上级指示，县人行与县工商行，帐务分开，实行二套人员两

套帐．对外挂两个单位的牌子。 。

1 9 8 5年5月2 6日，县人行与县工行正式分设。县人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并

承担对邻近专业银行进行辅导和检查。县工行办理原由县人行开办的工商信贷、信托，，结

算，储蓄等业务。 ≈_’～?⋯一+， 卜⋯ √

1 9 8 5年8月2日。县人行内部机构设置是：人事秘书、信息调研、计划金融管理，

会计发行四个股，共有职工2 2：人‘0。
。”‘。

-．
1|p!

．．

“．
1 9 8 8年末。县人行内部机构设置调整为。人事秘书股，稽核金融管理股，计划信贷

股，会计国库股，货币发行股及工会，．共有职工2 5人。 一 ．．，．

附l县人行历届正副行长表．。Jo一：．黝j

县人行历届正副股长表。0r一：～。ii·

县人行离退休人员表。’t．j 71。 ．；、⋯j

县人行历年资金来源余额表； e。

县人行历年资金运用余额表。 。：二’}

：。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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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县人民银行县支行历届行长任职一览表

姓名 性另【 籍 贯 职 务 起止日 期 ’备 注

傅长海 男 河北安国 行 长 1951．10—1953．1

许振荣 男 河南登封 副行长 1953．1—1976
●

徐谏明 男 四Ⅲ新津 副行长 1952--1980

陈金楷 男 四川会理。 副行长 ．1957．5一1967．2
，

康增虎 男 山西保德 主 任 1969．10一1976．4

宋开贵 男 四川什邡 副主任 1969．10—1976．4

李意清 男 I四Jfl遂宁 行 长 1976．4一1988．11 依法逮捕解职

余良臣 男 湖南邵阳 副行长 1975．1一1988．12
●，

李正梁 男 四川达县 副行长 1980．12—1985

吴久英 女 四川广安 副行长 1984．1一1984．11

姜海清 男 四川汉源 副行长 1984．1l一1987．5 ’

周明银 男 四川夹江 行 长 1989．3一至今

邓旭东 男 四川营山 副行长 1989．3一至今



石棉县人民银行股级干部名单

．姓名 性刖 职 务 备．s 注

陈秉权 男 业务股长
，．f

‘

}‘
：j

’ 一
，：

刘彬泉 男 人秘股长
，

‘7

i ‘一 ．
’

r．

李怀秀 女 计财股长
· ●

．7 0 ·1

．

李仕桃 男 会计股长 。- ，j

’

黄景星 男 资管股副股长
’

周长秀 女 计财股副股长 ●

廖名贞 女 货币发行股长

杨玉琼 女 会计国库股长．
，

李惠蓉 女 计划业务副股长

谢洪珍 女 讦戈{f业务副股长

杨仁秀 女 货币发行副股长 ’

罗志全 男 人事秘书股长

宋莉萍 女 稽核金管副股长

石志强 男 信息调研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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