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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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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联社财务处穆成风副处长来联社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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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任领导班子：理事长郑世奎(左二)、主任王

建康(右二)、监事长邓旭东(左一)、副主任李策赓(右一)。

联社创立暨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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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授牌仪式

保险代理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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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长邓旭东(左一)慰问退休老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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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社领导深入企业调查



支持一枝春茶厂规模经营

支持金土地工程

支持农民发展黄金梨致富



信用社流动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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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竞赛暨演讲比赛

首届信台杯蓝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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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沭川信用社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程：从乡镇基层成立信用社到县成立信用

联社，从由人民银行、农业银行直管到脱钩独立立社，从各信用社各自为。政靠

到。统一法人”，半个世纪的历程，历尽了艰辛与辉煌．

五十年间，沭川信用社广大员工在接纳农村储蓄，发放农村贷款，特别是

在支持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上作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当然也

存在一些教训和不足．《沐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志》客观、全面地记述了这

些成绩和不足，目的在于存史、资治，为今后的信合工作提供借鉴．

《沐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志》凝聚着编缉人员的辛勤和汗水，他们广泛

收集资料，精心选用资料，认真编撰，反复修改，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沐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却世奎
2009年8月



懿L豳盈L——立竖型篁昱笠些王二二J副江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真实、科学地记载沐川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工作的发展与变化。

二、本志上限自有资料记载起，下限止于2008年底，部分内容延伸至2009

年。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表、录诸体。横分门类，纵述始末，首设

概述，钩玄撷要，时序为经，再分章节，记事系人。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文书档案，也有其他部门文字记录，专访记录，

所有资料均经核实，务求真实而后使用。

五、本志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体，文字、标点、纪时、计量均使用国

家规范标准。

六、本志遵守保密法规，涉及机密资料不录。



概 述

1954年，在新凡乡建立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至1972年随公社区划的调整，全县

32个公社均有信用社。1992年全县有29个乡(镇)信用社。根据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

革部际协调小组批准四川省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

文件精神，1996年10月，沐川县信用联社与中国农业银行沐川县农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

时有独立核算的信用社26个。非独立核算分社4个．在职职工145人．2008年全县农村

信用社有营业网点20个，其中独立核算的法人机构1个(县联社1个)，信用社19个．

在职职工133人．县联社单列以后，先后由余勇、郑世奎任理事长，余勇、郑世奎、王建

康任主任．

1997年4月，建立中共沐川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支部委员会；1998年11月23日。

组建中共沐川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党组；2006年7月，沐川县农村信用社党员组织

关系整体划转中共四川省农村信用合作社乐山办事处委员会，建立中共沐川县信用合作联

合社委员会。

信用联社单列后，制定和完善了<沐川县信用合作联合社请假制度>、‘沐川县信用合

作社联合社各项会议制度>、‘中层干部及机关工作人员岗位公开竟聘(试行)办法’、‘固

定资产购建与处置和商务采购管理实施细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信用社办理农村集体和社员个人存款、贷款、接受银行委托业务，执行国家统一的金

融政策，统一利率，独立经济核算，自负盈亏。1954年全县信用社存款年末余额1万元。

2008年末各项存款余额60056万元．1954年放贷0．7万元，2008年发放各项贷款22726

万元，年末贷款余额30778万元．

1996—2008年，县信用联社建立、完善7-系列经营管理规章制度，加强稽核监察保

卫工作，强化精细化管理，不断降低贷款风险．1996年全县有15个信用社盈利共计16

万元，有12个信用社亏损共计210万元．200卜2008年全县信用社均盈利．4年共计盈
利942万元，其中2007年盈利509万元。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