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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珏告禹老事也

仙游县县长畅添林为。仙游勺=融志一一趔辞

发展金融事业

促进经济繁荣

饧添林 一九几四年八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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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宝元

年(724)

“仙游县”正式

命名以求．在

长达一千■凸

五f’多年的』，i

哩中．匝没宵

·鄙金融志，

境内金融业活

动情i兕也只是

风毛麟角。《仙

游金融志∥的

成书出版，实

现r几代金融

、

邵复及
I

工作者的夙愿．是仙游金融系

统的一件大薯％她将在仙游
史志文库中增添宝贵的一篇，

修纂《仙游金融志》是一

项浩瀚的文化工程，经过全体

修志人0i两年半呕心沥血的努

力，这项工程终下大功告成。

“(j Jj游金融志》是全体编写人员

辛勤劳动，尢私奉献的结晶，

圆

凝聚着他仃J默

默笔耕的心血

，也是各行、司

密切台作的硕
粜。

《仙游金融

志∥内容翱

实，比较全面

系统地址述仙

蔚县金融f6剐

的昨天和／广

天，深刻反映

出不同社会制

度对金融业兴

衰起伏的影响和金融业对社会

经济产生的积极作用。旧中国

时局动荡，仙游金融业举步唯

艰，民国时曾一度币种繁多，
钞票泛滥，rn值j：稳，埘货严

重膨胀，金融业频于倒闭。新

中国成立后，仙游金融。挣业已

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

部门，成为检测整个经济活动



的“测温仪”t同人民生活有着
干丝万缕的关系，且越来越密
切，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我县金融系统凭借改

革开放的强劲东风，顺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因
地制宜，大胆开创，拓展服务

范围，增强服务功能，对支持

生产、稳定物价、搞活商品流

通，促进我县经济协调稳定发

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仙游金融志》在记载金融
北自身沿革的字里行间洋溢着
对广大金融界同仁光辉业绩的

热情讴歌，印记着几代金融工

作者忠于党的金融枣业的赤诚

之心，留下了他们与金融‘抖业
同舟共济，风雨兼程的深深足

迹。为此，我们感到由衷的高
兴，希望金融界的志士同仁以

吏为镜，检点得失，以振兴仙

游经济为巳任，忠于职守，勤
勉敬业，务实求真，奋发进
取，为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

革，促进我具经济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顽强拼搏

开拓创新

郭文义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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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

。·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o．．题的决议》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准绳，撰编本县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和
‘．现状，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7 二、根据《仙游县志》编纂方案规定的凡例、体例、结构、文体文风的要

． 求，编写时注意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相结合，对占有的史实和史料，坚持
。 实事求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做到真实、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金

融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书记述的内容和方法：全书由序、凡例、大事记、概述、志文主

体和后记等部份组成，以志文为主，辅以图、表．录。本着“详今略古”的原

则，侧重近代的记述。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各章为纬。采用章、节、目
的结构形成，以专业设章，章中设节，节下分目，横分门类，以类系事，以事

系人．记述时间，上不封顶，下限至1992年底，既反映本县金融事业整个面

貌的横断面，又反映其发展过程的纵断面．
四、本志书资料来自省，市．县档案馆及县图书馆、金融部门、县人保公

司档案史料；有关文献书刊．口碑和实物，经核对和鉴别，力求真实可靠。

五、本志书纪元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历史纪元，加注公历。
民国纪元，在同一节内，只有首次出现时加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

历纪元。

六、金融机构称谓的运用：在机构章中机构名称作全称书写，如中国人民

银行仙游县支行，在志文章节中均用简称，如县人行、工行、农行、中行、建
行、人保公司，基层机构按行别、地名连写，对其它金融机构称谓—律用其全

称。

七、地名：各历史时期的地名，按当时的名称记述，括注现在称呼。名
词、述语名称等作加括说明或页下注。

八、关于单位数的写法，均用阿拉伯数字。货币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按原单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55年的旧币换算为新币，

以后均以万元或元为单位书写。计量单位：民国时期前均按当时实际记载，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国务院统一的度量衡单位，黄金以克，银元以枚，白银

以两，食物以万斤．存贷款利率单位：年利率以％，月利率以‰。

i 九、本志书选有存史价值的图片、表格，货币样本作附录编印入志，统一
‘

编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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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宋政和二年(1 1 1 2)年

仙游籍人蔡京复相，鼓铸“政和通宝”锡钱和铁钱，在本县流通。(见彭信
威《中国货币史》316面，注引《文献通考》)。

宋理宗宝祜三年(1 255)

元月，本县南溪桥上魁星祠前溪中涌出开元钱(即开元通宝大铁钱)。
(《文献通考》卷九《钱币力)。

‘

明洪武八年(1375)三月本县流通大明宝钞《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卷4
《元、明》第275页。

清末年(1 91 1)

春，本县城关人毛德辉(又名毛辉)开办的“仙春栈”(设在厦门海后路磁
街)，始为本县引入侨汇。同时，毛德辉在本县田玲底开设“顺茂隆”汇款站，
直至民国30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才被迫停业。(仙游县政协《仙游文

史资料》第九辑第4页)。
清末，本县度尾后埔村林梁材(绰号后埔材，为本县巨富户之一)在三般

店开设天太典铺。枫亭霞桥薛脸(绰号红猴脸)当店，枫亭桥头街刘存瑞当
店，均设在当地，经营5年停业。县城、枫亭、赖店、留仙、榜头、龙华、沙
溪、度尾、东门土寨、盖尾等地有私人开设的典当店，其时当店多因兵灾匪乱

而关闭。

民国十五年(1 926)
‘

这年，本县商人先后设立角票局，县城有通益，兴记，阜东、天通、仙东
等家；枫亭、榜头、沙溪、郊尾，盖尾、杉尾各中小集镇有枫东、广大、升
大、恒顺、哲贤、清源、良友等10余家，至翌年达20余家，单枫亭沧溪一地
就有4家。各票局发行5角以下辅币券，代替银质辅币和铜元在市场流通。

民国十七年(1 928)

这年，驻仙军人林寿国清理角票局，各票局自行收束，另由县商会与民军
陈飞田重新募股设立通益汇兑局，发行l元以下各种票额券流通使用。

民国十八年(1 929)

7月，县城富绅刘飞鸿在度尾街开设。双兴”典铺。

民国二十一年(1 932)

是年，本县角票局再次抬头，城关及枫亭、榜头等地，设有宜隆，恒通、
· 2 。



信仪，利民、仙东、阜通、通益、丰美等角票局计40余家，其中。宜隆”规模
最大，募股3万元，发行纸币lO余万元。通益和宜隆两局发行辅币券进而发
行1元券。

民国二十二年(1 933)

3月10日，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令”．4月起，收付交易概用银元计
算，并以孙中山头像银元为正式国币使用。

民国二十三年(1 934)

年初，本县留美学生李春辉经财政部批准在县城开办仙游农民银行，首任
董事长黄永憨，总经理黄孟英。资本额国币30万元，实收15万元，为股份有
限公司性质。经营农工银行条例规定的各项业务。因营业潇条，亏损6000
元。票局相继倒闭多达12家的影响，翌年3月，宣告停业。

春，国民政府县长吴宗太发令检查角票局基金，对基金不足者，扣押其经
理或股东领导人，塞满了监狱，连会客室也充作临时狱房。被羁押者只有缴足
罚款方得释放，吴宗太从中渔利。

民国二十四年(1 935)

11月，国民政府颁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发行纸币，禁用银、铜币，
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纸币为法币流通。

民国二十五年(1 936)

3月，设立福建省银行仙游办事处，行址在模范街7号(今县工商银行城

关分理处处址)，主任刘耀坤。发行辅币券与法币同值流通。
6月，本县西乡溪头村(今龙华镇建华村)发现数拾斤制钱(系以铜质金

属制成，俗称铜钱)，多系宋代钱币(1936年6月19日《莆田时报》)。
．8月1日，县国民政府清理角票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布，本邑倒闭票局

有：通益、通和，信仪，利民、宜隆、仙东、仙益、福祥、广泰、民有，益
民、农民银行，益成、丰美、振枫等15家。

因角票局时开时闭，商店拒用票局之钞票，家庭社会的争吵，喧闹以至动

武事件充满街头时有发生．通益票局倒闭时，其大股东。新兴商行”(在半路
街)门首四处农民手持通益券欲为兑现，当局军警开抢弹压，当场击毙城内下

街一民妇。

民国二十九年(1 940)

10月22日，仙游县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成立，社址在县城中正路，其业务

范围：供销、消费、公用、银行生产。业务区域：全县。联合社股金为每股法
币20元。各保成立信用合作社，由保民筹集股金，每户一股，各社设理事、

监事会，配主席1人、会计、出纳人员等。民国38年夏，各保信用合作社垮
台，保民入社的股金无处讨回。

· 3．



民国三十一年(1 942)

3月，福建省银行仙游县办事处，升格为仙游县支行(定为二等支行，民

国33年8月改定为一等支行)。
5月，国民政府以关金券1元折合法币20元比率与法币在本县流通。
7月10日，中国银行泉州支行仙游寄庄成立，主管员李开澜，寄庄设在

新生路138号、140号(今田=}今底鲤湖隔壁原医药门市部)。

这年，交通银行在仙游设记帐处，隶涵江交行，主任吴清渠。

民国三十二年(1 943)

1月，中国银行泉州支行仙游寄庄升格为中国银行仙游办事分处，员工共
8人，主管员李开澜，3月起朱贵伍继任。

民国三十三年(1944) ．

2月1日，中国农民银行仙游分理处成立。址在县城新生路第142、144、
146号(今田蛉底鲤湖隔壁原粮店)。

民国三十四年(1 945)

1月，成立交通银行仙游办事分处。6月办事分处升格为交通银行仙游办
事处，主任翁贤训，行址在县城新生路1 48号。

4月，信仪票局倒闭，该局会计出纳陈文如被拘押，经理逃亡。
这年，本县计有58家私人角票局，国民政府县长黄裳元组织对其整理半

年，结束为一局一通益票局。11月亦倒闭，股东皆逃逸，后被绥署所拘禁。
民国三十五年(1 946)

5月，中国农民银行仙游分理处升格为中国农民银行仙游办事处，主任姚
鹤山。

6月，福建省银行仙游县支行驻枫亭办事处成立，主任吴鸿英，处址在枫
亭街。

民国三十六年(1 947)

2月1日，中国银行仙游办事分处改组为中国银行仙游办事处，主任朱贵
伍．

民国三十七年(1 948)

8月19日，国民政府再次改革币制，发行使用金圆券，规定金圆券1元
折合300万元法币，并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与外国币券等。

11月，国民政府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黄金每两兑金圆券千元，
白银每两兑金圆券10元，美钞每元兑金圆券20元．

12月lO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新发行三种大钞，面额为关金1000元，
2000元、5000元，分别折法币2万元、4万元，10万元。

·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是年底，本县有金银加工店百多家，仅中山镇相继开设泰和、泉美，源

美、源茂、明成，荣成、泰源、恒兴，朱丰、联合金店，银店、泉盛一店、泉
盛二店、泉盛三店等14家．

这年，因市面金融物价波动，游资活跃，经纪人(俗称钱牙人)应运而
生，县城有130多人，较著名者有潘宗滔，陈绍澄、柯国南、陈珍国、李兴
元，绰号。五虎”。

民国三十八年(1 949)

4月，金圆券急剧贬值，市面商民拒用，纸币成为废纸，市场交易以大米
等实物计价．

4月25日，县长宋庆烈训令县商会、警察局召集各界负责人在中山镇公

所礼堂开会，决议市场买卖—律以银元为媒介，不得以银元为商品买卖。试图
以维持混乱不堪的市场局面。

4月，中国农民银行仙游办事处和交通银行仙游办事处相继停业．
7月，国民政府宣布以银元为国币，发行银元券，以银元券l元折合金圆

券50000万元，但遭到民众拒用。

8月25 El，仙游解放。
9月14日，仙游县军管会接管国民政府的福建省银行仙游支行和中国银

行仙游办事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仙游办事处，张存英任主任，下设人秘、业
务、会计、出纳4个股，全处员工16人(包括接收留用人员)。

同月，开始发行流通第一套人民币，禁止银元、美钞等其他货币流通。
9月23日，县人行接管福建省银行驻枫亭办事处，成立县人行枫亭营业

所，何日新代任主任，全所员工6人。
冬，县人民政府布告禁止金、银买卖。县人行挂牌收兑金，银、银元．

1 950年

元月，县人行开始代理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3月下旬，县人行开始发放农贷一实物贷款。春季共贷出大米22万4千
斤，有28个保获得贷款，归还时用稻谷或按市价折收人民币。

5月，县人行开始对公私企业、机关等实行现金管理。
6月，县人行办事处改为县支行。对干部任免实行系统与地方党委双重管

理。

年末，县人行枫亭营业所代主任何日新把大头银元与小头银元进行偷梁换
柱，勾结不法商人扰乱金融市场等．依法判处死刑。

1 951年

5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仙游特约代理处成立，始办火灾险和运输险。代
理处设在县人行内办公，张存英兼主任。

9月，县人行新建立农村第一个营业所一榜头营业所。郑国祯任主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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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员工6人。

1 952年

9月1日，撤销县保险特约代理处，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仙游支公司，
经理由县政府财政科长武可信兼任，公司址在县政府机关大院内，后迁移半路
街。

9月，县保险公司在枫亭设立营业所，配备干部3人。
9月中旬，县人行中岳营业所成立，全所员工8人．

这年，县人行在各区成立流动服务组13个，开展农村金融业务，当年发
放各项贷款81．9万元(新币)。

这年，在县人行成立中央金库仙游支库，与人行合署办公。主任由张存英
兼，—切财政收入由经收单位按规定缴交县金库。

这年，本县在农村试办黄麻、甘蔗作物保险。

这年，县人民银行工会成立，王其芳任主席。

1 953年
‘

3月，县人行派农金股干部张金秀、张永梅、郑国林分别在仙水乡(今榜
头镇仙水村)、盖南乡(今郊尾镇盖南村)、前连乡(今盖尾镇前连村)搞组建
信用合作社试点，并分别建立乡信用合作社。

3月，县人行执行政务院《解放前未清偿存款给付办法》和总行指示，清
理偿付1949年8月前国民政府各银行存款和侨汇款。

4月，县人行在赖店、大济、何岭关、郊尾相继成立营业所。
是年，县人行开办售粮优待储蓄。

1 954年

9月间，县人行在十二区、十三区设立园庄、石马两个营业所。
是年，因机构精简，县人保支公司改为保险营业所。

1 955年

1月，魏坤堂任县人行行长。

3月，县人行发行流通第二套人民币(即新人民币)，并以1：10000的比
率收兑第一套人民币。一切货币收付、交易计价、契约，合同、单据，凭证、
帐薄记载及国际间的清算等，均以第二套人民币为计算单位。

5月17日，县人行社硎营业所成立。
7月，县人行城关分理处、龙华、古邑营业所相继成立。
12月13日，县人行设第二行长，由王文灶担任。

12月25日，县人行西门兜储蓄所成立并开业。

1 956年

4月，在县人行成立中国农业银行仙游县支行，两个机构，一套班子，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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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撤销。

4月，王文灶任县人行行长。
7月，县人行园庄营业所撤销并入枫亭营业所，石马营业所撤销并入郊尾

营业所．
7月，县保险营业所改为县人保支公司。
1 1月1日，县人行中岳营业所改为度尾营业所，所址由中岳街迁至度尾

街。
冬，随行政区乡变化，全县23 1个信用社合并为90个，配备全脱产社干

157人，半脱产社干237人．

1 957年

12月，县人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lO元券和1分、2分、5分面额的金
属币。

1 9fi8年

6月1日，县人行复设园庄营业所、石马营业所。
‘

秋，根据人民公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体制变化情况，全县
信用社改为以大队设立信用部255个。

10月，县人保公司撤销，并入县人行。
10月，县人行古邑营业所并入钟山营业所。
10月，县人行西苑营业所成立。

是年，度尾营业所储蓄存款放。卫星”，县人行组织各所主任在该所召开储
蓄存款工作现场会议。

这年，县人行加强储蓄工作，增设网点，在街道、机关单位先后设代办所

27个，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配置协储员61人．同时，增设城内储蓄
所．

冬，本县动员群众献金献银，支援工业化建设，县人行组织收兑黄金
4800克，白银224．6万克，银元10127枚。

1 959年

。1月，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统一管理，实行全额信贷办法。同时银行

信贷资金实行。计划包干，差额管理”制度。
5月28日，县人行何岭关营业所改为麦斜营业所，撤销麦斜服务组。 ．

7月，陈庆贵任县人行行长。

7月，县人行在仙游糖厂增设木兰营业所。
7月6日，县人行西门兜储蓄所并入城关分理处。
8月25日，县侨汇派送分处成立(11月25日改为侨汇派送站)，隶晋江

专区侨汇派送总处，委托县人行代管。
9月，全县255个信用部整顿改组，以生产大队设信用分部247个(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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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8个大队联队设信用分部1个)，配备社干496人，各生产小队成立储蓄小
组，配备储蓄员1870人。

1 960年

4月，县人行开始执行工资基金管理，监督国家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干部职
工的工资支付。

11月15日，县义联侨批局成立，与香港、印尼等地侨胞办理侨汇业务，
负责人林添福(县侨联会副主席)兼。

1 961年

7月，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恢复由财政和银行分别供应的制度。
10月，县人行木兰营业所撤销，设木兰储蓄所。

1 962年

4月20日，县人行发行流通第二套人民币5元券。同月又发行流通第三
套人民币，与第二套人民币同值流通。

是年，县人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
统一，严格控制贷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六条。。积极组织货币回笼，压缩

社会集团购买力，冻结财政性存款等措施，扭转了前2年现金投差的局面。
是年，县人行在园庄进行撤销信用部建立信用社的试点后，把全县247个

信用部撤并建立84个信用合作社，配备脱产人员178人。

1 963年

秋，郊尾田头信用社主任林仁善在抗洪抢险中光荣牺牲。省人行通报表

扬，号召全省金融工作者学习。

1 964年

元月，中国农业银行仙游县支行成立，陈庆贵任行长，下设人秘，农业资
金管理、财务、信用合作四个股，7月又设拨款股。管辖原县人行各营业所和
农村信用合作社，代理人行有关业务，榜头，枫亭两地分别另设人行办事处。
4月，县农行行址迁移南大路县林业局大楼。

4月15日，银行收兑第二套人民币(称苏联版)3元、5元、10元券三
种，至5月15日结束。

是年，县人、农两行对1961年前“四大办”(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大办
养猪、大办食堂)贷款进行清理，经上级批准共豁免166．14万元，其中集体
贷款106．22万元，贫农合作基金贷款50．9万元，社员个体户贷款9．02万元。

是年，全省农金工作会议在仙游召开。

1 965年

1月，县人行在田蛉底原址新建办公楼落成(砖木结构，T字型)，建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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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561．45平方米，总投资4万元。
10月，县农行并入县人行。

1 966年

7月5日，县人行游洋营业所成立开业。

1 967年

1月下旬，。造反派”组织夺权，行长、股长．主任“靠边站”，部分工作及
营业办公秩序无法正常进行。

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县人行实行军事管制。

1．968年

1月，县人行根据国务院。节约闹革命”的通知，对机关、团体、学校、企
事业单位1967年终经费户存款实行冻结。

2月，县人行军管小组执行中央文革小组。2．18”通知，冻结所谓“十种人”
的储蓄存款，1972年解冻。

11月29日，县人行成立革命委员会，委员9人，陈庆贵任主任，下设政
工组、生产组，取代原各职能股。各营业所，信用社分别相应成立革命领导小

组，代行所、社主任职能。

1 969年

10月20日，县人行开始回收第二套人民币的红版1元券。

冬，县人行解除军管。

1 970年

6月，县人行划归闽候地区中心支行管辖(翌年改为莆田地区中心支行管
辖)。

9月18日中午，县A．行-kz济营业所库款被盗4508．79元。
‘

12月25日，县侨汇派送站撤销，人员由县革委会统—安置。

1 971年

3月15日至19日，县人行在枫亭沧溪信用社召开全县农金工作现场会

议，学习和平信用站创户均存款突破百元的经验。

1 972年

1月11日，莆田地区革命委员会通知复设县侨汇派送站。

5月，榜头昆仑信用社会计王祖瑞因贪污公款20348．11元，依法处决。
12月15日，县人行恢复原建制，陈庆贵任行长．

1 973年

5月12日至17日，县人行组织所．社主任在度尾剑山召开多种经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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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8月15日，县人行开始回收第二套人民币的蓝黑版1元券。
是年，全县农村信用社进行整顿，按公社设立信用社，下设分社、信用

站，各社配备部份脱产社干。

1 974年

5月，县人行组织各营业所主任和各股长往长泰县参观农业学大寨成果。

1 975年

lo月，莆田地区人行在仙游召开清贷工作现场会议。

1 976年

元月，县海外汇款服务站成立，站址在县人行。

12月，县人行开始回收第二套人民币的2元券。
’

1 977年

5月26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仙游县办事处成立，李广霖任副主任(主
任缺)。

这年，信贷资金实行包干制，存贷挂勾，多存可以多贷。

1 978年

2月，易开金任县人行行长。

1 979年

3月1日，县建行办事处升格为支行。下设综合、业务两个股。
这年，县人行对全县农村社队结欠行、社1978年底前的贷款进行全面清

理，落实债权债务，边清边收。 ．

’ 1 980年

1月，恢复成立中国农业银行仙游县支行(址在原县人行)，陈进登任行
长，下设人秘、财会、农金、信用合作、农业拨款监督等5个股。管辖原人行
各营业所，各信用社。

4月，发行使用l角、2角、5角及l元面额的金属人民币。
9月17日，．省农行信用合作管理处赵福鼎处长以及省、市农行有关人员

来仙游解决落选的信用社社干问题，给予安置165人(其中转正定级的135
人)，未安置的20人(其中12人每月给予生活费15元，8人一次性发给生活

费和安置费)。
10月1日，县建行综合办公楼(址：西门兜)竣工，建筑面积659．68平

方米，投资18．8l万元。

10月20至21日，县农行召开行、社首届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本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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