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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一一l§86年6月)

主 任：周祝平

副主任：蔡朝晖 陈铁基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

． 陈铁基 周祝平，胡乾普 黄中林(兼抓编辑室工作)

蔡朝晖 熊镒铭

顾 问：魏继良

(1986年6月6日以后)

主 任：操会堂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

史开耀 陈铁基 周祝平 蔡朝晖 操会堂

顾‘ 问：魏继良 ．

工商银行办公室主任黄中林兼抓编辑室工作



新溅萎金融毒编辑室

主 笔：程 立

编 辑： (按姓氏笔划排列)

收集资料：

摄 骸：

制 图：

审 定：

封面设计：

刘应传 黄志文 衡孝珧．

程 立 刘应传 衡孝珧 黄志文

蔡吉嗨

莫建文 程 立 吴幼春

万学厚 程立．

新洲县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

黄炳耀杜志尧

新洲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姚海东舒新。

程 立



编纂、说明

一、本书属于行业志，择要记述断限时间内新洲的金融活动。

着重反映中茸人民银行新洲县支行、中国土商银行新洲县支行、中

国农业银行新洲县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新洲县支行、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新洲县支公司。新洲县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的建立、发

。展，以及金融业务情况。 {．

·、

。。tli

二、爷零志书分章、i。带、目、‘细目四层，全书分为18章60节。采

用志、记、图、表、录等体裁，运用记述体和语体文编写。编写过

程中，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

三、本志书断限时间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

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止，部分

内容根据需要适当上溯或下延。
。

。

四、本志书之资料，解放前部分，主要是到县内、外走访老金

j镪鼎罴、、+老商界人士以及老农民收集的口碑资料，其次抄自旧档案资
料；解放后部份系到省、地、县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各行、司抄录的

．文字资料。书中各表格的数字来源于统计部门的统计报表。为节省

篇幅，均不注明出处。
。

．

’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朝代、国号纪年，后

注公元年号；19419年以后，采用公元纪年9由于新洲是1949年5月

解放的，在记述新、旧金融活动时，称“解放后”或“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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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孙 鹤

新洲位于扬子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东接蕲黄，西通汉沔，南

望鄂渚j北毗红麻。古乃兵家必争要地，亦为财货流转之枢廊。一

九四九年春，大地重光，人民当家作主，一九五一年秋，黄冈西

部，析置新洲。．一九八三年又划属武汉市，历时巳三十有五年矣。

金融事业，盖轫发于先秦，继兴于唐宋，繁衍于明清，隆盛于‘

当世。数千年以降，伴生产力之进步而发展，随时世之治乱而兴

衰，几经曲折，屡历沧桑。然大江东去，’斩重峦，劈叠嶂，汇百川

而浩荡，金融事业，亦披荆棘，破激浪，应万变以兴隆。

新洲境内，此理亦然。观乎清末以至民国，货币浸透人民之血

泪，记载世道之艰难。清末时代，战祸频仍，生产萧条，内榨外

掠， 民不聊生，无官办金融机构，贫民忍受高利借贷之盘剥，倾家荡

产者，屡见不鲜。时至民国，军阀混乱，政局不稳，官僚腐败，寡

头垄断，致使物价暴涨，发行货币种类繁多，其值一日三贬，虽有

农民自愿组织之信用合作，但势单力薄，无法扩展，相继被迫停

业，人民受尽无妄之灾。 “

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金融事业始得振兴，并日趋昌盛。

建县之初，设置银行工作组，打击金融黑市，禁止伪币流通。尔

后，设置县支行，加强现金管理，普建农村信用合作机构，开展贷



款、保险业务j筹措资金，支持工农业生产，上下沟通，纵横调

节，杠杆之势巳成。然“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金融业亦横遭“一

批二砍’’，工作无章可循，存、贷、、收、汇、管各项业务陷于停滞

徘徊之中。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倡导富强，金融

事业如万木逢春，沭经济体制改革之阳光而滋荣。全县巳拥有人民

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及其乡、镇分

支机构和城镇、农村信用合作组织。金融网络既成，流通渠道畅

通，储蓄存款倍增，资金日趋雄厚。控制调节，手段亦趋完备，宏

观控制，微观搞活，直通横联，扶持生产，吸收社会闲散资金，促

进企业资金周转。经济沛然活跃，臻臻日上。抚今思惜，别如天

壤j开卷生情，感慨万千。’

今逢盛世，百业俱兴，适新修《新洲县金融志》，以继优良之传

统，展历史之真容，求发展之轨迹，实为顺应时需之幸事。金融志

办诸同志，积三载之辛勤，征百年之物志，资料翔实，论述严谨。

成书匪易，治学维艰，俾供有识之士，审时通变，鉴古察今，’珍时

惜势，闻鸡击楫，聚血气于新硎初发，集才智以振兴新洲。

余才疏学浅，‘固不胜作序之任；但盛情难却乃伏案沉思，勉行

拙笔，恭书短笺，以志不忘耳。
‘

时公元·九八六年冬



勘

行次

顺9

倒1

倒l

顺6

顺l

倒2

倒4

误 表

正

清末民初

清末民初

拨贷股

企业的

宣传

差额

建设银行

误

清末明初

清末明初

拔贷股

金业的

宜传

差货

建没银行

次贰

l

n

n

∞

化

眈

吆

．

1

勘

行次

顺9

倒1

倒l

顺6

顺l

倒2

倒4

误 表

正

清末民初

清末民初

拨贷股

企业的

宣传

差额

建设银行

误

清末明初

清末明初

拔贷股

金业的

宜传

差货

建没银行

次贰

l

n

n

∞

化

眈

吆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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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新洲位于湖北省东．北部，长江中游北岸。地跨东经114。30’～

116。5，，北纬30?35’～31 02’之间。东邻黄冈，南望鄂州，西接黄

陂，北同红安、麻城交错毗连。

县治城关镇建于举水河边，西南去武汉市市区95公里，东南至

黄冈行署驻地黄州镇．62公里。水陆交通方便，以城关为中心，公路

’四通八达。且盛产稻谷、棉花、油料等，物产丰富，市场经济繁

荣，金融渠道畅通。

清末明初，境内尚无官办金融机构。资金融通，完全靠民间借

贷。流通货币繁多，但以银元为主。由于长期封建统治，政局不

稳j战祸连年，酿成境内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贫苦人家手头拮据之

时，只得忍受剥削，高利借贷，不少人债台高筑，倾家荡产。为了

抵制高利贷的剥削，城乡之贫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等曾以“起

会”互助。然典当、高利贷、起会等民间借贷形式竞相并存，金融

一溜耐o
‘

，民国十六年(1927年)，旧街农民协会创办信用合作社。曾为

贫苦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临时困难，深得民心。然民间借贷仍

占主要，官办金融业贷款微乎其微。

抗日战争时期，流通的货币有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日军发行

‘的军用票，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储备券，以及各大商号发行
1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

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国民经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的八字方针。实行开放、搞活，·加快建设步伐。金融事业也得到发

展。1980年元月，根据国务院(1979)56号文件精神，新洲县农业

银行第三次分设。1981年县保险公司恢复。1984年新洲县划属武汉

市，业务上从此隶属武汉市各分行和保险公司对口领导。当年人民

银行武汉市分行将新洲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12月份，县人民银行

加挂工商银行牌子，到1985年10月，正式设立县工商银行。至此，

全县有代理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新洲县支行；专业银行

有：中国工商银行新洲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新洲县支行，中国人

，．民建设银行新洲县支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洲县支公司“四行一

司"，以及农村乡信用社62个，城镇信用社1个，承办金融业务的

机构共有95处，干部职工659人。各项存款额是1951年的138倍，其

中城乡储蓄增长227倍，各颂贷款额增长了1183倍。

银行存、放、收、汇、管等金融业务活动，对巩固社会主义制

度，繁荣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巳成为全县信贷中心、结算中

心和现金出纳中心。





续 表

●

基层机构(个) 其 中
职 工

年 度 县银行及保险公司设置情况。 办事处、分理处
信用祖 总人数 国营 集体

营业所、工作组

1971年 县人民银行 13 69 307 161 146

1972年 县人民银行 12 70 312
l
167 145

1973年 县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办事处 13 70 S33 190 143

1974年 县人民银行建设银仔办事处 ．． 13 70 338 19l 147

1975年 县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办事处 24 23 361 196 165

●

1976年 县人民银行建设银行 25 23 386 224 162

1977年 县人民银行建设银行 25 22 420 228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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