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狐N．IIAmUSHl
BAN



●r j＼

甲弘枷灶饼卢畸虫对竹址



丫闰，两诬钶珂汹，幸吏寸 行砧



寸闰农业铝囊讲弘P东支竹 旮亍似



寸同尺撇锤竹好豇吁支奄亍时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闻人甩绿两澎b狮弘V湖司址

?一一



序

编纂地方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

三千年的周代就已萌芽，至明、清时代，进入修志全盛时期。方志所

记述的资料，历史之悠久，地域之广阔，内容之丰富，史料之珍

贵，都是举世罕见的，它不愧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瑰宝，为治

国安邦、资政辅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丹江口市(古称武当县、均州、后为均县)，有编纂地方志的优

良传统。早在宋代就有段子游著《均州图经》，明代谢漳著《太和

志》、任自恒著《太岳太和山志》，继有江阉、王概、党居易、马应龙

等有识之士编纂了不少志书，到光绪十年止，共编纂各类志书七十多

卷，起到了记载历史，资治鉴戒、施行教化的作用。但是，均州地方

志均无金融方面的记述。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国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

共存共荣的新经济体制，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各项事业蓬勃

发展，经济建设蒸蒸E1上，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在这种形

势下，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同

志，都重视与倡导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并与一九五七年成立了国家方

志小组，自此以后有些地方新的方志相继问世。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十

二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又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历

史转折时期，经过总结经验，拨乱反正，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正确的

方针和政策，引导社会主义经济走上了一个新的健康发展的轨道，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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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俱兴，日新月异，编纂地方志工作也纳入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出

现了“盛世修志"的大好局面。丹江口市委、市政府重视修志工作，

于一九八三年成立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各修志单位也成立

了修志领导小组，编修专业志，为市志的组成部分，我市修志工作在

全市范围内普遍展开，《丹江1：7市金融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

生。

《丹江口市金融志》五易寒暑，历经艰辛，在全市诸专业志中率

先问世，为我市修志工作快出成果起到了良好的开端。编纂《丹江口市

金融志》在丹江口市的历史上还是首次，没有现成的经验借鉴，资料

也很匮乏，难度较大，但是金融志办全体同志在上级金融部门的督导

下，在市人民银行、捉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保险公司等单

位领导的重视下，组成了《丹江口市金融志》领导小组，选调了有志

于修志工作的童德伦、刘桂华、周仲远、王义德、王建国等五位同

志，在市志办公室、市财贸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知难而进，不畏艰

苦，兢兢业业，多处抄录资料，广泛采访口碑，共搜集资料三百三十

六万字，经过筛选和精心编辑，编成了近十七万字的《丹江口市金融

志》，记载了清末至一九八五年丹江口市百年的金融发展情况，志中

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既体现了地方特色，也突出了行业特点、时代

特点，为全市目前金融改革和未来金融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

响。为此，我为第一部《丹江1：2市金融志》的出版致贺，向立志于修

志工作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致敬。

叶直根

写于一九八八年八月

注：叶直根同志曾任均县县长、现任丹江口市人民政府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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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金融意》分上、下两篇，十四章，五十三节。

二、断限：上限清光绪十年(1884)，下限一九八五年。

三、计量计值单位：本志书沿袭各历史时期度、量、衡和货币计

值单位记载。清代货币制钱、铜元以文为单位，银元以元为单位。民

国时期纸币、银元以元为单位，镍币以分为单位。解放战争和建国后

的纸币以元为单位。比值按各历史时期国家的规定。

四、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年代记载，均按历史如实记实，用公元注

明，建国后均按公元记述。

五、资料来源：多数来自档案馆和金融系统文献资料。清未和民

国时期除少数资料来自知情古稀老人和知情人士外，其它重要历史事

件记述中随文注明。建国后的记述、数据均按金融系统内文件、统计

资料为依据。

六、机构名称，按不同历史时期行政区划为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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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金融是货币流通的调剂和信用活动的总称。金融业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及

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基础不同。金融的组织形

式、性质、类别、利率、利润的归宿、亦不相同。始有私人资本开设的钱庄、当铺、银行，

进而演变为官商合资、官办的各类银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产生区域

性的银行。建国后，金融机构发展成为全民性质的国家银行与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信用合作

社。

丹江口市，原名均县，古称均州。清光绪十年(1884)隶属襄阳府辖，均县县治设汉

江中上游之滨。地处鄂、豫、川、陕之咽喉。境内盛产菸叶、木耳，桐}由、名贵药材。生

意比较兴盛，水陆交通两便。境南武当山，是我国道教圣地，常年香客不断。流通境内的货

币、银两、制钱同时并用。境内无官办金融机构，仅有民间富户私人资本开设的钱庄、当

铺。融通资金，赖质押借贷与民间自由借贷。

民国初年、改均州为均县、属襄阳道辖。当时军阀混战，常有部队驻均。派粮派饷，拉

侠拉票，敲诈勒索，坑害百姓。钱庄、当铺歇业。商滞民困、农村水旱灾害颇重，城乡贫苦

百姓生活无着，靠借贷度日。小商和手工业作坊为了生计，常向城镇十余家兼营钱庄业的

大商号借贷。民国五年(1 916)至民国十六年(1927)，县内城关、草店、青山港、浪河

店、六里坪五大重镇，交通方便，境内生意日渐恢复，市场交易，使用银两、银元、制钱、

铜元、官票与民国时期的纸币。但当时银两、银元短缺，金属币携带不便。为了市场交易方

便，大商号仿效襄樊、老河口，由商号发行市票、在境内流通。

民国十七年(1928)，陕鄂边防司令部驻防均县，发行“军用流通券"，强令商民使

用，部队走后，诒害百姓。

民国二十年(193I)，均县商会借口便军利民，发行商会金融会票共七十九万串， (折

合银元六万五千八百元)流通城乡。民国二十二年(1933)，民国政府下令，废两改元，

以银元为单位。同年五月，均县商会金融会票倒闭，不给持票人兑换现金，坑害城乡民众

数以万计。引起公愤，推选代表向民国政府控告。民国二十三年(1934)，县设清理商会金

融会票委员会，查清弊病。打了十年的官司，货币贬值，金融会票大案、仍不了了之。

民国二十四年(1 935)，阴历六月六日。暴雨六昼夜，均县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境内

灾民无法生活，借高利贷、逃荒者颇多。同年十一月，民国政府颁布法令，废除银本位制，

发行纸币。

民国二十七年(1938)二月，湖北省银行在均县设均县办事处。同时成立均县县金库，

代理地方财政收、支，发放部份农业贷款。民国三十一年、 (i942)湖北银行均县办事处、

与县金库分设、迁城内大东街。

民国三十二年(1943)五月，均县官商合资成立均县县银行。均县县金库移交县银行代

理。自民国三十二年(I 943)至民国三十七年(1 948)二月止。湖北省建设厅、社会处，湖

北省银行老河口分行I中国农民银行老河口分行，通过均县办事处和均县县银行、代理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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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本工商贷款，对农村发放农业生产、农田水利、良种(麦种、棉种)贷款，乍看数额颇

大，实际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国三十六年每斤小麦值法币四万八千元)在贷款发放中，

多为地方乡绅占用，发放到农民手中的寥寥无几。

解放前夕、均县经济已走向崩溃边缘。县财政科搜集资金，县银行焚烧小面额法币，逃

亡到老河口。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阴历二月十一Et)均县解放，属陕南第四专员公署领导，县

民主政府设原均县城内文西街。同年九月十五日中州农民银行均县办事处开业。一九四九年

二月定为中州农民银行均县县行。属于中原解放区人民公有性质的金融机构。发行中州农民

银行货币。 (简称：审州票)禁止法币流通，办理存、贷、汇兑结算，收兑金银等业务。年

底县行撤销。

一九五。年元月，中国人民银行均县支行成立，属于全民性质的国家银行。同年四月均

县由陕南行政公署划归湖北省领导。发行人民币，收兑中州币，组织存款，发放贷款，办理

汇兑结算，收兑金银、银元，稳定币值和物价。

一九五二年三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均县支公司成立，办理耕牛保险和各种财产保险。同

年九月在程家营乡重点试办信用合作社，开展农民集体资金互助，打击高利贷活动。是年各

区设银行营业所，发放工商信贷和农业贷款，支持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一九五三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银行业务，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1957)的总路线、方针、任务。广泛开展城乡存款，积聚资金，支持地方国营工商业的巩

固与发展。一九五五年为了统一货币，适应经济的发展。发行新人民币，收回旧人民币。改

革信贷、结算、出纳等制度，加强现金管理。一九五六年五月成立中国农业银行均县支行，

加强农村金融工作的领导。发展信用社，发放农贷和贫农合作基金贷款，支持农业的发展。

人民银行县支行配合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执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有计划的发放对私

营工商业贷款，促进手工业、商业走合作化道路。一九五七年七月农业银行均县支行与人民

银行县支行合并。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出现左倾错误。银行规章制度大破大立。取销会计、出纳钱帐

分管，实行一柜清、一手清。造成制度上一些混乱。信贷资金管理不严。农贷投放过大。信

用社体制改革、实行“三合一"，撤社建部。金融业务受到影响。一九五八年底保险业务停

办。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兴建，丹江口工地设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丹江口水库支行，专管水库建设资金。一九五八年十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丹江口支行，担负

丹江工地十二万建设大军和单位的现金供应、结算、存款、信贷等业务。

一九六。年元月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均县支行，专管基本建设拨款，存贷款业务。与

财政局一起办公。同年七月均县与光化合并。

一九六一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民国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丹江口支行，大力开展储蓄业务，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右岸办事处，因邻居不慎失火，廷烧

办事处，库款三万七千元被烧。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银行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

一、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决定"。同年七月均、光两县分开，均县支行迁丹江均州路开业。

(县政府迁丹江)与丹江口支行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对银行工作的‘‘六条”决定。坚持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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