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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定名为《岑巩县金融志》，独立成书。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尽可能反映

本县金融事业特点和地方特色，体现时代风貌。

三、编修《岑巩县金融志》，旨在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为

金融事业发展提供足以证信的详实史料，发挥“资治、存史、教化"的

作用。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金融机构、货币流通、银行存款、银

行贷款、合作金融业务、会计核算、结算及财务管理、保险业务、金

融稽核及其它业务、干部管理、党群组织、附录、后记』4个部分组

成。并附有拓片、图片、统计表等。主体部队共分J0章34节，总计

25余巧荨。

五、本志上限时间以查到的史料及考证定论的最早时间为准，下

限于1990年J2月31日止。极个别特殊事迹延至成书为限。

六、本志按编纂地方志要求和规范进行叙述和书写。使用文字的

写法，按照国家《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使用。

七、本志大事记采用记事本末体叙述。对于金融机构名称，第一

次使用全称， 以后简称“人行"、“工行"、“农行"、“建行"、“保险公司，，、

“信用社"等。在不同章节中，为使叙述确切表达含义，则用“人行岑

巩县支行"或“人行县支行"之类简称。

八、利率、汇率，采用银行习惯写法。即利率年息％，月息为

‰，汇率为％o



序

盏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历史赋予的光荣任务，举国

上下在蝙修方志、专业志，激励着我们银行党，政领导班子下最大决

心实施编纂《岑巩县金融志》工程。在岑巩来说，这是“开天壁地"的

新事。加之，人行县支行刚恢复建立，人手少，新手多，工作忙。经

过多次研究，反复商讨物色聘请和安排两个同志从1989年8月开始

此项工作o ’

金融事业，涉及面广。作为企业，它是经济基础的实体；作为行

．政事业，又是上层建筑的机关。金融活动，涉及经济文化发展，与社

会政治的风云变化密切相关，联系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比较复杂。编

写《金融志》，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等各个学

科，既要懂得银行业务专业技术知识，又要’了解掌握整个国民经济活

动的发展变化状况等等。特别是岑巩，古名为思州，历史悠久，是贵

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先发地之一，要反映岑巩金融事业的兴、衰、

起、伏的历史发展过程，编纂工作难度更大。由于编辑人员不畏艰

辛，克服各种困难，经过一年多的勤奋工作，终于编纂出了《岑巩县

金融志》o

这本《金融志》，以J述、2记、J『D章34节及附录，照片和统计

表册等组成，总共笏万余字。记述了岑巩县境的金融发展历史。特

别是解放后40年来金融活动的情况，反映了岑巩金融工作在党和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金融战士的勤奋工作和各行各业各部门密切配

合，以及岑巩县J8万人民的共同实践，发挥金融杠杆、监督、促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作用的史实。这部志书，资料丰富详实，具有重要的价值。对发展岑

巩县金融事业必将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对搞好岑巩县

金融工作，．．必将产生深远影响o+

本志编纂过程中，参加修志的工作人员，以热爱金融事业的奉献

精神辛勤笔耕，他们的劳动应受到金融系统职工的带敬。省、州、县

的许多领导、专家、学者及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关怀和给予热情支持帮

助。特借此之机，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银行岑巩县支行行长：龙明义

199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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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岑巩县位于贵州省东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北角。地处北纬27
o

09‘40“至30。54“。畚缝108
o

20’34“至109
o

02‘07“之阀。畚郐玉爵俩

族自治县，西南连接镇远县，西与石阡县毗邻，北抵江口县及铜仁市。幅圆面

积J479平方公里，土地总面积221．酊万亩。1990年全县设置4个区级镇，7个

乡，130个行政村o 42545户，总人口183812人。其中，农业人口173636人，

占9彳．46％。居住着汉，侗、土家、苗、仡佬等J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65247

人。占全县总人口数的35．49％。

岑巩，古名思州。思州之名始于唐武德年问，迄今已有Jf370多年的历史。

唐宋时代．在境内曾先后设置务川、思州、务州、夜郎县、峨山县、渭溪县及

舞州、鹤州、业州、奖州等等。元代置思州军民安抚司、宣抚司。明代洪武年

问置思州宣慰司。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废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始建贵州

布政司统辖思州、饕平、新化、石阡、镇远、思南、铜仁、鸟罗等8府。县境

为思州府。清代沿袭明制。至民国二年(1913年)将思州府改名为思县。民国

十九年(1930年)更名为岑巩县。

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货币流通与社会政治的发展紧密相联系，这种

联系在县境已有悠久的历史。按有史记载，思州田氏自秦汉以来就据有其地。

田氏大土司。从惰开皇二年(582年)田宗显授黔中太守到明代永乐十一年

(1413年)思州宣慰使田琛伏诛，世袭统治这块土地800多年。元代后又有都素

蛮夷长官司、都坪峨异溪蛮夷长官司及黄道溪长官司的周、何、黄、刘氏土官

统治，直到民国四年(1915年)废除为止，历时7D0多年。明代洪武年间朱元

璋遣加万大军进入思州，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朝廷派流官统治思州，驻今

岑巩县城。这些土司、流官与中原密切交往，货物交换频繁。作为特殊商品的

货币大量在境内流通o《思州府志》记载：唐天宝年间，鳌山寺通慧和尚赴京城

为天宝皇帝治病“赐金帛不受”，通慧和尚带金锦帛还山。北宋时，朝廷多次赐

给土司官的“金带器币’’，携回县境。明代万历年问，以银钱作为贷币进行商品

交易，’思州官府向老百姓“征银3131两”，还有解放后们年来岑巩县境内先后



2 岑巩县金融志

出土的唐代“开元通宝”、“大和通宝”，北宋钱币，元代“银翘宝”，明代铜钱，清

代铜币等等，均说明在县境货币流通的量大而广泛。民国时期，岑巩县虽然未

建有银行，但法币却大量流通全境。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岑巩县设置合作

指导室，曾组织信用社59个。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建立合作金库，办理

过贷款业务。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解散o

1949年J『J月，岑巩解放后，1950年9月，镇远专署派彭秋峰到岑巩筹建

银行。1951年J月刀日，正式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岑巩县支行。3月，设立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岑巩县特约代理处。从1952年至1955年，先后建立了人行龙

田、驾鳌、天马营业所。1954年至1956年，乡乡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后

储蓄所相继建立，如今乡乡都建有农行分理处。全县形成了一个以人民银行作

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并存及分工协作的金

融体系。

人行岑巩县支行建立后，马上用人民币去占领市场，大张旗鼓地宣传禁止

使用银元，并积极进行收兑，大力发动人民储蓄，组织存款，有计划地发放各

种农贷，支持发展工农业生产，扶持商业扩大物资交流，开展保险业务，搞好

会计结算，加强货币管理等工作，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支援前线，安定社

会和人民生活秩序，发展岑巩县的杜会主义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

从1951年起，岑巩县的金融工作，针对岑巩是个农业县的具体实际，重点

是发放支持发展农业生产的贷款，年年把发放农贷作为全县金融工作的中心任

务进行，并以扶持商业扩大商品交流和扶助手工业生产来服．务于农业。同时，

千方百计组织储蓄，吸收存款，搞好会计核算监督，加强货币流通管理等，所

有一切工作紧紧围绕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来展开业务。

农业贷款。在五十年代。针对岑巩县农民刚分得土地缺少生产资金的实

际，银行采取各种办法加以扶持，对赤贫农民给予无息贷款，为扶助贫穷捉民

走集体化道路，对于农业社实行耕牛、农具拆价入集体，没有耕牛、农具入集

体的户缺少资金补社，银行就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解决贫穷户资金紧缺无

力补社的困难，让应进款的户及时得到补价款，有利社员之间团结，巩固和发

展集体经济。五十年代总共发放农贷311万元(包括信用社发放的款，下同)，

平均每个农户J卯多元。但是，在1958年农贷发放中出现过曲折，不从实际出

发，搞“大放大收”，造成资金浪费损失，未能很好发挥效用。六十年代初，遇

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业生产资金更加缺乏，尤其是生产费用需要量大。



概 述 了

为解决恢复和发展农业生广需要的大量生活贷款，银行千方百计大力地解决，

坚持从实际出发o 1961年农业生产费用贷款数就占农贷发放总数的73．9％。这

一时期，银行年年组织银行、信用社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摸清农业生产资

金需缺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地发放农业生产设备和生产费用贷款，有力地支

持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从1961年至J9酊年的5年时间，全县发放农贷

款193万余元，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使得全县粮食总产量增加到4720

万公斤，比J9卯年增产7倍多，呈现新的景象。“文化大革命”中，农贷发放受

到干扰，正常的业务很难开展。七十年代中后期，农贷顷目开始转向支持农田

基本建设，按照规划的要求兴修水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对贷放购置

农业大型机械设备款项，由于时机未成熟，特别是农村山区特点不适应，未发

挥应有效用。八十年代后，除确保当年农业生产资金急需外，重点投入兴修水

利。由于从实际出发，强调讲求实效，工程经过认真的勘查设计论证，建设J

个成J个，速度快，发挥作用大，推动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o 1990年，全县粮

食丰收，总产量迭6416万公斤，成为岑巩县40年来粮食总产量最高的一年。

这JD年时间，全县总共发放农贷3897万元，平均每个农户101l元。

商业贷款。县境由于土司制度的长时期封闭，商业发展基础薄弱，只有一

些小本经营的商贩，其资金不足时，多靠自由借贷解决，民国时期亦如此。解

放初期。国营商业由财政拨款，银行着重扶持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充分供应资

金，使其尽快占领城乡市场，推进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为了支持农业生产的发

展，重点发放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扩大出口物资交流，增加农民收入，为搞活

岑巩经济出力o 1953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银行千方百计保证收

购粮的资金供应，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这项政策的实施。五十年代，粮食贷

款每年余额在8D万元左右，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200万元上下。八十年代，

粮食实行统购与议购相结合的开放政策，根据各年农业生产丰欠的状况，每年

贷款余额在300"400万元左右。1990年猛增，最高达1224万元。总之，岑巩

县的商业贷款，最主要的是粮食收购和农副土特产品采购，实际上是对粮食

局、供销社系统的贷款，其他商业贷款额较小。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人

民生活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各种工业日用高档品进入县境，其他商业贷款才

逐年增加。彳D年来，银行对于整个商业的贷款工作，历经了五十年代发放贷款

发展商业；1958年“大购大销”贷款的教训；六十年代初期的扶持商业恢复和发

展，“文化大革命”中的遭受冲击；八十年代的改革竞争、加强管理，余额上升，

促进商业改善经营管理，发展商业等几个大的发展变化阶段o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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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贷款。真正开始数量大一点的工业贷款，是在1958年以后，在此之

前，县境的工业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唐至明代，思州土司向朝廷进贡的朱砂、

水银，属于土司辖地的产品，不在今县境之内。清代私人在境内开采过铁矿、

铅矿等，终因资金短缺而倒闭。民国时期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所谓的工业只

不过是土油榨、碾坊、遣土纸、织土布、熬土硝及泥、木、石、铁、银匠等小

手工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调查，全县仅有小手工业者97人，均系零星

分散经营。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在县城区建火电厂，装机也只有J『D个千

瓦。解放后，1952年统计，全县小手工业为5个行业，舾户，资本总计7DD

元。银行针对这种状况，为了支持发展农业生产，五十年代初，开始对小手工

业发放贷款，组织生产一些为农业生产急需的工具，全是小本经营，贷款量不

大。1953年后，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银行贷款主要支持组织起来的集

体所有制小厂，每年贷款额不多，期限不长，年末余额也少。1958年大办工

业，到处上马，银行贷款实行“送款上门”、“边贷款边计划”、“先贷款后计划”

等，工业贷款余额猛增至J6万多元，资金受到损失，不过从此之后，县境工业

起步，逐步发展。六十年代，先后建起了县酒厂、造船厂(以后转为县农机修

配厂)、化工厂、城关电站等。“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工业“四十条"，工厂停工

闹“革命”，贷款受到挫折。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银行贷

款支持扩建县农机修配厂，新建磷肥厂、水泥厂等。1977年。县农机修配厂为

支持农业生产，加工各种农具2．7万多件，制造小型打米机成为定型产品，被黔

东南州授予优质产品称号。八十年代，由财政拨款、部门自筹基建资金，加上

银行贷款，几家资金集合，先后新建了香料厂、花生系列产品厂、小花滩电站

等，特别是通过技术改造扩建了县水泥厂、酒厂、面粉加工厂、密饯厂、化工

厂、香料厂、浸出油厂、搪瓷生产线车间等，工业贷款余额达到471万余元。

县境工业发展的曲折道路，也是银行贷款工作的变化过程，有经验也有教训。

总之，工业发展已经由小逐步扩大，打下了基础。

在组织储蓄，加强货币流通管理，完善会计核算制度，开展保险业务等工

作方面，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同样历经曲折，在不断发展中，积累了不少

经验，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

岑巩县金融工作，总结幻年来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发展——曲折——发展

——挫折——发展——活跃”的变化过程。从人行建立到1957年，全县金融工作

处于筹备摸索发展的形势，各顷工作抓得细而具体，对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

秩序，发展本县经济，安定人民生活出了一把力。1958年至1961年期间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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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在金融工作上，大轰大翁，1958年“大放大收”、“大购大销”，盲目跟形

势，使资金遭到一些浪费和损失。1962年至1966年期问，吸取1958年的经验

教训，从而加强金融货币流通管理，订立各种规章制度、积极发放各种贷款

等，大力扶持发展农业生产，推进了全县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到J9酊年出

现了新的面貌。1967年至J972年间的“文化大革命”中，金融系统的一切正确的

规章制度均被视为“关、卡、压’’而遭受夯匕判，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没有什么新．

的起色。J979年后，金融工作打破沉闷的空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出现时紧

时松，甚至个别失误的情况，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了o 1988年后，金融工作逐

步活跃起来，各种承包责任制实施，岗位责任制的制订，开展专业对口赛等，

呈现出一派新景象。总之，岑巩县的金融工作，尽管在事业发展中出现过这样

那样的不足，整个金融事业已经从小到大，形成了体系，打下了基础。

总结彳D年来的经验，凡是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发展工农业生产

来扩大商品交流，改善人民生活，工作就顺利，事业就前进。反之，则受挫

折、停顿。为了发展岑巩县的金融事业，更好地为发展全县社会主义经济服

务。今后，只有时刻认真调查研究，吃透上级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全面掌握

岑巩县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实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力组织储蓄，吸收存

款，抓好各种贷款和保险业务，加强货币流通管理，严格会计结算制度，做好

服务工作，发挥金融杠杆、监督、促进作用，硌将为振兴岑巩经济作出更大的

贡献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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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代

唐代，思州向朝廷土贡葛、蜡《唐书·地理志》；开元年问(7Jf3一群J『)奉

献葛、朱砂、茶叶及蜡十五斤《元和郡县图志》，朝廷赐金帛绢带回思州；天宝

年间(群争一万5)，思州鳌山寺僧人通慧赴京城，为李隆基皇帝治愈疾病，“赐金

帛不受，赐马还山，，，’带回唐代贷if,至境，元和年问(806瑚20)，奖州年贡熟
蜡三十斤《元和郡县图志》，朝庭赐金帛流入思州。

“开元通宝”铜币。在七十年代曾于平庄乡亚林村岑捧出土。1990年又在古思州

城内周氏土司衙署遗址地下深处和思吻镇长冲出土，还出土有“大和通宝”一枚。

宋 代

宋太宗开宝九年(9形)，奖州刺史田处达贡马、丹砂，《贵州通志·食货

志》；思州贡朱砂、水银，以其较大《大平寰宇记》，朝廷赐金帛带回境内；宣

和元年(1119)，田祜恭诏朝，帝“赐金带器币"等物，绍兴元年(1131)，帝“再

赐金带金币”带回境(民国《岑巩县志》)。北宋铜币在县境出土较多。1983年

春，客楼公社清水塘出土“崇宁重宝”铜币。1988年JD月，又在思州城东都哨街

出土“成平元宝刀钱if,o 1990年J『D月，在思吻镇长冲出土的铜币中，有北宋至

道、成平、天圣，景佑、熙宁元宝及天禧、皇宋、至和、元丰、元佑、绍圣、

大观、政和通宝等J3个品种，2J『个版面。 暗暗赐赐社社社佑佑佑

元 代

元至元十六年(J279)春，帝赐思州田景贤部军衣及钞有差j仁宗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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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思州宣抚司召谕官唐铨以洞蛮来朝，赐金帛有差(《思州府志》、民国

《岑巩县志》)，元代银质“元宝”在县境出土量可观o 1977年冬，水尾公社大树林

出土元代埋藏的宋制“银翘宝”迭40多公斤。今工行县支行尚收藏Jf3种样品，

熏l i75．5|；乙o

”一。’。明’ I代

明洪武年问，朱元璋实Fr"i罔牝征南”、“调北填南”政策，遣2D万大军进入

思州；永乐年间实行“改土归流"，朝廷派流官统治思州地方，县境到处是军

屯、民屯，大量钱币流通境内o 1978年冬，在平庄公社枣子坪出土“洪武通

宝矽，1990年J『D月，在思吻镇长冲出土明代永乐、弘治、万历通宝，同时出土

南明唐王“隆武通宝”等铜币。“崇祯通宝”曾先后在境内多处有出土。 一

清 代仆亏 ’l～

清代钱币在境内大量流通，遍及城乡。六十年代大有中木召出土清铜币几

大挑，数百市斤，其中有不少日本的“宽永通宝”。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平

庄4次出土，最多一次有50多公斤。1990年JfD月，在思吻镇长冲出土J彳公

斤，以“乾隆通宝”最多，其次是“康熙通宝”、“嘉庆通宝”和“道光通宝”，还有少

量的顺治、雍正通宝和极少数的成丰通宝铜钱币，总共7个品种，47个版面，

1944枚。并有太平天国“圣宝，，及昊三桂的“利用通宝"、“昭武通宝”和吴世瑶的

“洪化通宝刀，还有日本的“宽永通宝”和越南的“景兴大宝”、“景兴通宝"等o

民国 时期

’民国时在县境流通的金银、银元、铜币、纸币极其广泛。从解放后大量收

兑的金银、银元和铜板可以看出品种多而广泛。特别是法币，今岑巩县档案馆

收藏的214张纸币中，就有刀家印刷厂印制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

行、湖南省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这125种版面。 ’?一’
“

民国二十七年(1938)，岑巩县合作指导室建立，举办讲习会，组织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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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个，社员2500多人。

民国二十八年(1939)，岑巩县合作金库建立，办理过贷款业务。民国三十

七年(1948)，解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年

9月25日 镇远专员公署委派彭秋峰到岑巩县筹建人行县支行工作。

JD月 镇远专置分配岑巩县推销国家发行的公债券任务1000份。年底实

完成1303份。

1951年

J月23日 中国人民银行岑巩县支行建立。首任经理(行长)彭秋峰。

1959年并入镇远县支行。1961年8月恢复。历经蔡兰亭、吴绍祥两任行长。

j9盯年J『月1日后，只留牌子，业务由工行县支行代办。1986年8月1日，恢

复人行县支行。行长龙明义。

2月 全县城乡2进入开展大规模的禁止银元流通的宣传活劝，大力发行人

民币占领市场。5月26日，严禁并停止使用银元，全县发行人民币7000余元

(已将旧人民币折合新人民币，下同)。县“禁银”委员会成立后，由县长任主任

的岑巩县“禁银”委员会把“禁银”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3月6日 中央金库岑巩县支库建立。

．，月15日 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岑巩代理处，7月，改为特约代理

处，设于县人行内，由人行派人办理业务。J『．9”年4月，改为县支公司。，9卯

年J2月撤销。1981年5月，恢复设代办事处。1985年JD月，县支公司成立。

经理蔡智明。

3月27日， 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现金管理的规定，本日有7个单位到了

人行县支行开户。至J『D月份，26个单位全部到行开户，并按规定编报现金收支

计划，实施现金管理。

4月 为加强工商业贷款管理，县工商贷款审查委员会成立。主要负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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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工商业贷款进行审查。并开始发放私营工商业贷款。至1956年，凡属实现

公私合营商业者才能支持贷款。到’J粥D年9月，恢复对个体工商业发放贷款o

7月 对国家机关、国家企业单位实行财产强制保险，投保单位达刀

个。至1953年J月，取销对行政机关强制保险，1954年后保险范围逐步缩小，

1958年停办保险业务o 1981年后，恢复办理保险业务。1990年，办理保险险种

达到JD种，保费迭87万余元。 ．

JD月 贵州省分行代电人行岑巩县支行荣获会计报表红旗竞赛“红旗标

兵”o J

是年 银行以发放贷款为重点，全年发放耕牛、种子、农具、农副业

(生猪)、特种贷款，总计放出农贷9900多元。此后，每年以支持发展全县农业

生产贷款作为银行工作的中心任务。五十年代，全县总计发放农贷款311万

元，六十年代为镗2万元，七十年代1064万元，八十年代农贷发放总额达．亨猡7

万元。平均每个农户1012元o

1952年

J月30日至3月初， 人行县支行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

僚主义)运动。历时J『个多月。

4月1日 对各级政府机关、党派、团体、公立学校及事业单位等，凡以

财政拨款存入银行之存款，一律实行不计存款利息，汇款不收费。

9月 实行“统收统支”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存款全部上交，贷款按上级

行下达指标控制，各项贷款指标不能互相流用。

JfJ月10日 人行龙田营业所建立。

J2月 干部管理由原来银行统管改为分层管理制。一。般干部、练习生、

勤杂员、试用员等统由县支行自行管理o 1954年，改由县党委组织部统管。

J粥D年，又改变为“银行与地方双重领导，以银行为主’，的管理体制o 。

1953年

2月16日， 为加强银行监察工作，由行长素自管理，并首次任命何洪

彬、黄透松为人民监察通讯员o 1956年，取销监察通讯员制，改at．A．事秘书负

责办理具体亨务。到1984年，恢复监察员制，农行县支行配备J名专职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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