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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一’吞‘

一。。《定远县金融志·》‘的编纂工作，骨：1．984’|年9_．月j开：，始∥，五年、多

来，。遄过搜集资料、撰写坝稿和。审查定稿等阶段，。现在刊印成书_o’．，

它是我县有史以来婀第一部金融志i：。r金面地系统地记述了我县金融

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茹；’‘汾又√。：o■!乞i’ 一：‘．'．o⋯：!．：一．’

．本志主要记述民国元年(1 9 1 2)至1 985年七十多年间我县新旧

两种社会制度，不同性质金融事业的兴衰、起伏与发展的史实，重

点突出建国三十六年来金融事业的发展。．通过各个历史时期的货币

发行、存款、放款‘结算监督、基建拨款和开展保险等各项业务活

动的叙述，表明金融工作对贯彻党和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推动

本县’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反映_了金融工作

中的经验和教训，，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修志是一项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工作，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有其特殊的意义，因此编写本志时，我们运用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存真、求实的精神，在搜集整

理、选用材料方面，按照广收、严审、慎用的原则，博采约取，然

后按照志书的体裁．、结构和章法，举纲张目，记当时的真实情况，

以期补历史之略：

但是h抗日战争时期，我津浦路西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活动，由

于当时战争频繁，斗争复杂，所存文字资料极少，会计档案无存，

而当年在路西坚持斗争的革命前辈又风流云散。我们虽然通过各种



渠道，用多种方法采访搜集反复核实，其中难免有疏漏之虞。对此

我们深有无米为炊之感。

封面由国务院上海市苏断皖经济协作区副主任、原淮南银行路

西分行行长周光春题字。同时，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曾经得到县志

办公室，地区金融志领导小组，地区《金融志编写组》吴长熊同志

的指导和帮助，以及金融界的前辈，知‘情老人，各行司的领导和有

关同志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缺乏，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

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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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远县金融志芬编写领导小组
一

．． 一九九。年四月
‘

、

‘ ．



凡 ’例

，一、本志结构采用．《概述》开篇，主交分章、节、目层次。按

照横排门类，纵写史实，．详今略古，详异略同的原则，综合反映我

县金融事业的全貌。力求体现地方性、时代性和专业性。 ‘，。

二，本志上限从民国元年(1912)起，下限至1985年止，个别

史实追朔到民国以前。记叙年月采用历史通用纪年，1 949年前咖注

公元年号。
，_

●

。三、本志采用语文记叙为主，附以图表，照片，达到图文并

举。图表中1 955年3月1日以前的1日人民币，均已折算为新人民币。

四、本志概括全县各项金融业务，分类纪亭，据事直书，‘不溢

美，．不隐恶，不加评论，寓褒贬于记叙之中。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地、，县、及兄弟市、县的历史裆案、

图书、文物和金融系统的文书、会计档案以及采访记录，经过反复

核实，予以利用，文中不一一加注资料来源，另立档案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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