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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一、《华坪建行志》是在行党、政负责同志的支持紧密配合下，参阅了《云南建行志》、

《巫溪县金融志》、《当代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华坪县煤炭志》、《华坪县水利志》、《华坪

县志稿概述·自然编》等。主要依据华坪建行历年档案资料、文件、业务报表、会计报表等，

档案资料不全的作了外调。无文字记录的走访了当时的领导同志、并请他们提供口碑资料。政

策部分大部分引用正式出版的专著文献。为了使《行志》比较完整的反映华坪县自建国以来

的。基本建设投资”全貌，华坪县财政局朱文忠同志提供了《云南省丽江地区行署财政局、统

计局、人行丽江地区中心支行金融、财政历史资料汇编》，其中摘录了华坪县财政经办时期的

历年。基本建设投资”数据和实际概况，使《行志》内容前后衔接。金额旧币已折新币，全

以现行市场流通人民币票面额为准。

二、《行志》严格遵循地方志“实事求是”、“详近略远”、“述而不评”、“横排竖写，横不

缺项，竖不断线”。用记叙历史事体、语体文体裁，记述了从华坪县解放初期，财政经办。基

本建设拨款”——成立建行华坪办事处—_。七·五”计划末期的机构沿革情况。随着国家

。经济体制改革”、业务变化等史实，力求准确、完整的反映当时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保

存历史”，。总结经验”，“继往开来”，改进工作的目的。

三、《行志》时限，上限于1950年华坪解放初期，华坪县财政局经办‘崔建拨款”管理
阶段——1973年成立建行华坪办事处——。七·五”计划末期，华坪建行业务已有很大发展

的1990年底止。

四、《行志》编者，因病从建行华坪县支行退休已六载。年逾花甲，应现任行长黄志斌同

志的邀请，义不容辞。年高加水平限制，和缺乏修志经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

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九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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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坪建行志》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在行里各部门和有关人员的协作配合下，经过

撰写人员的辛勤劳动，现终于付印。这是我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在此表示祝贺。

《华坪建行志》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华坪县建国以来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管理全貌，

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详细地记载了建行经办的业务状况，以及通过建行的工作努力支持华坪

县经济建设所做的工作。不可否认建行有力地支持了华坪县新建企业的形成，以及水利、交

通、行政事业单位的建设。特别是支持重点建设方面，从项目评估入手，请领建设资金，派
驻人员管理造价和财务，。直到最后竣工投产，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从华坪建行发展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1973——1979年是创业阶段。这一阶段组

建了机构，认真按计划供应资金，通过拨款制止计划外工程，挖掘资金潜力，动员内部资源，

保证当年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完善财政职能，严格按“四按”拨款原则支付款项。2、1980——

1985年实行。拨改贷”，把银行信贷机制引入国家财政投资的管理，变无偿为有偿贷款。打破

了资金使用上的供给制，对合理选择项目，节约建设资金，加快建设进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1986年——1990年，建行进入金融大家庭，财政和银行职能得到充分发展，由单纯依靠

国家财政供给建设资金转变为面向社会企业广泛筹集资金，筹资手段日益丰富，筹资能力不

断增强。1990年底存款达1511万元，其中储蓄存款达到878万元，工业企业存款也从无到有

达到76万元。各种贷款为1450万元，其中信贷资金内的贷款达到618万元。全年拨款990万

元。财务、信贷计划管理不断健全。经营机制渐趋完善。

总之，华坪建行通过18年的改革，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华坪建行已发展成为一个

经营中长期信贷业务为主，经营多种金融业务多功能、综合性的银行。建设银行在前进的道

路上有前进，也有曲折，这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总结，今后华坪建行要认真贯彻党和政府的方

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银行的发展方向。认真履行财政和银行职能，更好地支持华坪县的经

济建设。
●

Vp

建设银行丽江地区中心支行副行长黄元高
’

。
一九九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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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华坪县自1973年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华坪县办事处”至1990年，巳经历了18个春

秋。华坪解放初期即1950——1972年的基建拨款由华坪县财政局经办。1979年建行华坪办事

处升格为建行华坪县支行。随着华坪县经济建设的发展步伐，建行的业务经历了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华坪建行作为管理。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专业银行，办理基本建设拨、

款、贷款、结算，到开展现金出纳业务和储蓄业务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单纯履行银行职能

的“拨款阶段”。(县人民银行办理现金出纳业务)履行银行职能的拨款、贷款，同时承担基

本建设预算支出管理，基本建设单位和建筑安装企业财务管理，及基本建设决算审批的。财

政职能”阶段。既履行银行职能又履行财政职能，同时开办现金出纳业务和办理各种储蓄业

务，把专管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经济实体”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在这个

阶段“银行职能”充分显露出来了。

1953——1972年的20年阶段，华坪县的“基本建设投资管理”由华坪县财政局经办。这

一阶段总计经办基本建设拨款总金额892．41万元。其中农用水利基本建设投资333．63万

元，占总投资额的37．38％。建成“小(一)型水库7件，小(二)型水库25件；小坝塘56

件，总蓄水量1478．3万m3；“新建0．3——1．4m3／秒流量沟渠19条；0．3m3／秒流量以下

小水沟356条”；“新建提水泵站37个，总装机容量1500千瓦，控制水量1．26亿m3，占全

县径流量的10．18％”；“有效灌溉面积由建国初期的2940亩，增至6．5755万亩，占现有耕

地面积的39．23％①”。这是“建国38年来，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华坪县各族人民。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治水，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些水利工程绝大部分建成于

1954——1972年期间。1973年成立“建行华坪办事处”——1990年除了。务坪水库”属新建

水利工程而外其余均属扫尾、维修、扩建。文教卫生基本建设投资16．56万元，占总投资额

的1．85％I建成华坪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宿舍等。商业基建2．67万元占总投资额的0．3％。

煤炭矿山基建投资34．3万元，主要用于“1959——1961年大炼钢、铁、铜期间新建社办和

河东国营煤厂等六个矿区，生产原煤10．4万吨，土焦0．9万吨，后因公路不通无销路，除

。河东国营煤厂”而外其余停办@。”邮电、交通基本建设投资60．98万元占总投资额的6．83％；

建成华坪县邮电局营业室、宿舍，架通华坪县城至荣将、大兴、新庄、永兴等五个区电话线

和县级单位通电话；建成石华公路30公里，永华公路123公里通车。电力基本建设投资229．

04万元，占投资总额的25．6％；建成“华坪县火力发电厂”装机容量460千瓦，发电使用，

及建成厂房、宿舍等配套土建工程。后因装机容量小，不适应发展需要和设备老化等情况变一

。、 ．．’1·一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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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报废。及对宏地、羊桥等六个小水电站实行民办公助投资。化肥工业基建投资45万元，

占总投资额的5％，主要用于新建。华坪县化肥厂一的前期准备工作。林业基本建设投资14．

99万元占总投资额的1．67％，建成华坪县林业局综合办公楼和菩萨山森林防火晾望台及通
。

往晾望台的人行道和通讯设施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128．95万元占投资总额的14．4％，建

成“华坪县机械厂”后改为“华坪县农机厂”。党、政、群基本建设投资26．29万元占总投

资额的2·6％，建成华坪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办公楼和职工宿舍等。<详附表1>注①摘自
，

《华坪县水利志》②摘自《华坪县煤炭志》

华坪县财政经办时期基本建设拨款支出分行业统计表 ’

附表1 (1950——1972年) 单位：万元

焦 金额 其中包括
。

度 合计 农田水利 文教卫生 商业 煤炭矿山 邮电交通 电力 化工 林业 工业 ／党政群

53 O．76 0．07 O．69

54 2．16 0．19 1．97

55 8．52 7．78 O．29 0．45

56 23．06 6．16 6．61 1．82 1．07 7．4

57 21．39 11．99 1．48 O．35 2．52 2．8 2．25

58 98．21 33．64 4．98 0．56 59．03

59 43．24 4．35 1．7 6．84 17．63 12．72

60 249．Ig 13．65 4．5 o．6 26．99 6．5 138 1．2 52．75
’

5

61 2．15 o．7． 1．45

62 1．97 1 0．1 O．75 O．12

63 65．07 59．33 0．22 4．46 0．55 O．43 0．08

64 19．98 17．96 0．54 0．61 O．87

65 21．75 19．18 O．25 1．27 1．05

66 34．37 25．67 O．15 0．35 8．15 O．05

67 25．98 20．39 0．2 6．67 0．45 1 1．27

68 34．62 34．05 O．37 1 0．2

69 22．96 17．96 5 ，

70 18．56 16．73 1．83

，71 ．20．24 10．99 1．8 7 85．45 15

r
72 78．23 33．03 12 30 3．2

合计 892．41 333．63 16．56 2．67 34．3 60．98 229．04 45 14．99 128．95 26．29

·2·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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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建行华坪县办事处i是在1972年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恢复建设银行的报

告》”后建立起来的。新设机构，新配人员，业务现学。1973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建

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1973年8月国家计委、建委、财政部

颁发。《基本建设拨款管理的几项规定》”，《规定》重申。。文化大革命”前拨款管理的具体

办法和具体规定。

1973——1979年的7年，机构新设配备三人、业务不熟。尽管客观困难多，“办事处”在

中共华坪县委、华坪县人民政府和县财政局的正确领导下，围绕当时已经动工的华坪化肥厂、

务坪水库、河东水库(扩建)、河东国营煤厂、乌木河二级水电站等水利、电力和支农重点工

程，协助建设单位建帐、建制加强财务核算管理，减少浪费，及时调拨资金供应。同时承办

“金沙江森林工业局”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资金拨款”。这一阶段共经办基本建设和更新

改造资金拨款支出137户、拨出总金额1639．5万元，占18年拨款总金额9796．4万元的16．

78％。本期投资总金额内包括金沙江森工局基本建设投资461．26万元<内含更新改造资金

5．2万元>占投资总额的28．13％。华坪化肥厂基本建设投资753万元，占本阶段投资总额

的45．92％。于1979年“三改五’’工程结束投产。据1975——1979年统计共生产炭氨2．6135

万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资147．5万元，占本阶段投资总额的8．99％，建成和维修小型

水利工程11项。文教、卫生基本建设投资54．25万元，占本阶段投资总额的3．3％。商业

．基本建设投资29．62万元，占本阶段投资总额的1．8％。煤炭矿山基本建设投资15万元，占

本阶段总投资额的0．09％。邮电交通基本建设投资21万元，占本阶段投资总额的0．12％。

电力基本建设投资75．2万元，占本阶段投资总额的4．5％。粮食基本建设投资15．7万元，

占本阶段投资总额的0．09％。党、政、群、军等事业单位投资65．47万元，占本阶段投资

总额的3．9％。这一阶段基本建设存款余额为260．42万元，占华坪建行18年基本建设存款

余额3049．46万元的11．71％。 ，

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了一切规章、制度。华坪县务坪水库是在

没有设计图纸，地质勘测和工程概、预算的情况下盲目上马的“三边”工程，由于国民经济

调整、邻县关系、地质技术资料不足等原因，于1980年被迫停工缓建。

到1979年华坪建行编制10人，实有8人，其中还有一人长期调驻务坪水库。在人少事

繁的情况下，还抽调三人进行基本建设财务检查，阻止计划外工程一项，华坪一中投资17万

元建教学横，督其报批，制止了不合理开支。积极响应。建行丽江地区中心支行一。关于会计

核算3千笔无差错”}“加强调查研究”的竞赛活动。同时为了解决华坪建行与华坪县财政局

分设后职工的食、宿问题，在六十度以上徒坡上新建宿舍、厨房、厕所、保坎等。华坪建行

全体职工，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精神，除按时完成本职工作外，还

利用休息时间领导带头，群策群力完成基建余留工程保坎石方20多个m3。为了改善职工生

活，自己种地7亩多，年收入玉米一千多市斤，养猪3——5头，猪肉吃不完，火腿还销售市

场。

国务院于1979年8月批转国家计委、建委、财政部。《关于基本建设投资实行贷款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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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同时颁发了“《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报告》提出；。建设银行总行改为国务院

直属单位，省、市、区分行作为厅(局)一级单位，由总行和省、市、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

以总行为主。”1979年11月国家计委、建委、财政部联合颁发“《基本建设拨款暂行条例》”，

《条例》“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基本建设拨款管理的历史经验，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新时期的特点所需要考虑的问题，”“由云南省计委、建委、财政局转发全省执行。”云南省财

政局党组，向中共云南省委写了。《关于充实健全建设银行、加强基本建设拨款管理的报

告》”，云南省委批转全省执行。建行华坪县办事处也于1979年升格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华

坪县支行”，视为县辖局、委、办级单位。业务领导属建行系统，党、政归当地领导的双重领

导关系。这给建行华坪县支行充分发挥“银行”和“财政”两个职能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作出的

“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

序渐进；不可一拥而上。”“应当扩大工农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对内搞活经济I”“对外实

行开放等战略决策和指导方针，”“这是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一。”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党

的十二大作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策；”及其后来作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

大决策，指导着我国。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稳步、健康地发展。”

从1980——1985年的六年，建行华坪县支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指

引下，在建行云南省分行及丽江地区中心支行和各级党、政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履行财政职

能的同时发挥银行职能，办好基本建设拨款支出的同时，开始承办“地方财政委托贷款”(1984

年以前为“小技措贷款”，以后为。更新改造措施贷款”)管理建设资金，包括自筹资金和挖、

革、改资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既管基本建设预算、管拨款管财务(包括施工企业财

务)办结算、办贷款又参与项目续建和扩建确定前的可行性调查研究和资金落实工作。房建

部分，试行项目投资按建行预算审查按平方米造价包干，支持项目建成后的设备和技术更新

改造，既发挥全国性的金融经济组织，管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国家专业银行职能作用，又

接受地方党、政委托，管好地方财政信托资金。支持发展地方经济优势，改变华坪县的贫困

落后面貌，开始把管理建设资金的办法由“供给型”向“经营型”转变，与客户的关系由

。监督”为主开始转化为“服务”为主。 。

．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拨乱反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精神面貌

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建设积极性开始发挥出来。

从1980——1985年，六年华坪建行共计经办基本建设拨款支出324户，资金总额3355．

5万元，占18年拨款总额的34．25％。围绕建行云南省分行和丽江地区中心支行的布署：抓

了华坪县的支农重点工程“华坪县化肥厂”以节能为主的第二次技改工程，改变原规模年产

5千吨为设计规模年产2．5万吨，投资867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25．83％。于1987年

底完成技改系统投产，产量比1980年前的年产5千吨翻了四倍，达到预计设计规模以上。乌

木河二级水电站续建工程投资724．5万元，占这一时期投资总额的21．59％，于1986年建

成投产，为华坪县跃入全国第二批农村电气化县打下了基础。为支持河东国营煤厂实现“五

消灭”和。二改六一(两万吨改六万吨)等工程，投资370．78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11％，

于1986年建成投产，年产量5万吨。林业工程投资274．28万元<含金沙江森工局投资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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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2万元>，占本期拨款总额的8．96％。建成华坪县一中、二中、四中、六中等中、小

学校教学楼、教室、师生宿舍等新建和改建工程。建成华坪县人民医院和荣将镇人民医院住

院部和门诊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资290．7万元，占本期拨款总额的8．66％，支持河东

水库扩建，务坪水库、野猫田水库等11项水库(沟)维修。商业系统基建拨款195．9万元，

占本期投资总额的5．8％。粮食系统基本建设投资90．27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2．6％。

邮电、交通基本建设投资98．7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2．94％，修复公路98．5公里。党、

政、群、军等事业单位，包括11个不算基本建设投资331．4万元，占本期拨款总额的9．87％．

．实行基本建设“拨改贷”以后发放基本建设“拨改贷”贷款156万元，其中中央级6万，

地方级150万，建设银行基建贷款95万元。财政委托贷款从1980年的贷种一个，任务26．7

万元发展到1984年的贷种11个，累计发放贷款金额408．63万元，贷款总计659．63万元，

占本期拨款总额的19．65％。银行职能开始显露出来，把管理基本建设投资的办法开始由

。供给型”转化为‘‘经营型”。

贷款、支农工程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投资、发放，使华坪县工、．农业生产沿着国家

。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健康发展。为实现华坪县工农业生产产值翻两番，发展地区优势，支

持农产品加工，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支持城镇轻手工业生产短线产品，满足人民生活、生

产需要，安置待业人员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落实“戴帽”下达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73项、资金367．7万元，追加投资1．5万元，

用批准投资限额内的拨款多建了土建工程2304m2。本期基建投资，土建部分，部分项目试行

以计划批准投资额为基础，建行预算审查，按平方米造价加费用实行项目投资包干单项工程

130项，占本期投资项目324项的24．92％。审定金额667．24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19．

88％。节约资金35．69万元，等于建成向华坪县荣将电影院总投资11万元，建701m2，座位

800个的同等电影院三个总投资有余。

整顿和发展了。集体施工企业”，编写了。《集体施工企业会计教材》”．培训了财会和预

算人员。

行使“财政职能。”对停、缓建的务坪水库，续建的乌木河二级电站，金沙江森工局等重

点工程和水利、士建及续建、新建工程进行了财务检查。查出库存物资120多万，挪用和不

合理开支6万多元，查处挪用采购款0．42万元。1981年12月贯彻国务院。《压缩基本建设

投资紧急通知》”清理在建工程，督交存计划外自筹基建资金一项、金额9万元。

这一时期华坪建行的基本建设存款余额为929．62万元，与前7年相比增长218．69％。

其它存款余额为377．62万元。

会计核算由1979年以前两年累计0．7746万笔(73——77年无统计材料)发展到

1980——1985年的累计3．8172万笔。营业收入23．56万元，上交利润3．83万元，利润留

成1．75万元，交纳税金2．14万元。制止各种不合理开支金额累计21．92万元。

到1985年底止全行职工实有10人，退休2人，临时工1人。

四

·5‘



。七·五”计划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国家专业银行”，是由“供给型”转为“经营型”， ，．

全面发展“银行职能”，把建设银行办成“经济实体”的发展阶段。与客户的关系是由。监

督”转为“服务”，在发挥银行职能的前提下，对固定资产投资实行。财政监督”。 ．

华坪建行在这段时期间，认真贯彻执行《云南省财政厅与建行云南省分行在管理基本建

设支出预算等方面的规定》”。1979年国家计委、人行、财政部、国家审计署联合下达。《关 、

于进一步加强自筹资金管理的几项补充规定》”和。《自筹基建资金必须购买重点建设债券》”
’

的规定。“《基本建设拨款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修正补充基本建设拨款管理暂行办法

‘(修订草案)》”和。《基本建设拨款实施细则》”。国务院颁发。《基本建设拨款暂行条例<草

案>》”和。《关于改进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的几项规定》”，“肯定了基本建设投资包干办

法”。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基本建设拨款监督的指示》”，《指示》规定六个必须。国

务院颁发“《关于基本建设拨款的几项规定》”，《规定》明令宣布：。过去颁发的各种基本建

设拨款制度凡是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一律废止”，《规定》共计20条。1979年8月国务院同意财

政部、国家计委、建委联合颁发。《基本建设拨款暂行条例》”，《条例》总结了30多年来基

本建设拨款管理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的特点，是八十年代基本

建设拨款管理的基本法规，也是延至1990年继续使用的基建拨款法规。《条例》共分7章38

条对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如“四按”、。三算”管理。落实投资，审查预算，投资包干，自筹资

金，“先存后批，先批后用”等都作了肯定。

国务院1979年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改进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管理的报告》”。

1979年财政部颁发。《关于更新改造资金拨款管理的几项规定》”。建行国家总行下达“《关

于加强更新改造措施拨款管理的几项规定(征求意见稿)》”。国家计委、建委联合颁发“《关

于加强技术改造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技术改造的方针、政策一J

规定，切实管好企业技术改造，加强更新改造措施的管理”。

1982年国务院下达。《关于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补充规定》”。《规定》。国家预

算投资和自筹投资、银行贷款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以及各种专项基金安排的更新改造资金措

施均包括在固定资产投资之内，建设银行按计划控制、监督拨付”

国家计委、财政部、建委、建行国家总行1984年下达“《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

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通知》第一条说明关于贷款豁免问题的规定：

贷款无力偿还经过审批给于豁免”。。云南省决定从1985年起，除军队离、退休干部建房经费，

转业干部建房补助及战备支前外，其余国家基本建设预算内投资和各级财政机动财力安排的

投资全部实行贷款”。

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设银行实行“《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补充规定”；。为

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发<1983>146号文件和<1985>51号文件的规定；适应经济体制和银 ，

行体制改革的需要，加强金融工作的统一管理，建设银行信贷收支，要全额纳入国家综合信

贷计划，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在宏

观上把资金管住，在微观上把资金搞活。提高信贷资金的经济效益，更好的为支援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落实各级银行经济责任、把建设银行办成真正的经济实体”。“建设银行改革信贷

资金的管理体制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差额控制、实借实存、存差上缴”的办法”。

1988年2月建行云南省分行工作会议和4月电话会议精神在储蓄存款问题上贯彻“以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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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存、存贷结合”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坚持。顾客第一、储

户第一、存款第一、信誉至上”的政策原则。

。七·五”计划期间华坪进行经办基本建设拨款606户、投资总额4801．4万元，占18

年投资总额的49．01％。其中含“拨改贷”基本建设贷款346．2万元，内含中央级125．7

万元，地方级220．5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7．21％。建行基本建设贷款363万元，占本

期投资总额的7．56％。更新改造资金贷款658．3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13．71％。其它

贷款299．77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6．24％。本期贷款内新增加的贷种有。房地产开发贷

款”、。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建安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等贷种贷款。

本期经办基本建设拨款投资总额内包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拨款337．7万元，占本期投资

总额的7．03％。完成河东水库的扩建工程，维修原有水利工程11项和务坪水库的维护工作。

新增养鱼塘0．1671万1332，年经济效益3——7万元。文教、卫生基本建设投资477．25万元，

占本期投资总额的9．93％。完成新建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和乡镇6个医院4个卫生所的维

修与基建。建成工人俱乐部一幢及各中、小学教室、宿舍的维修与基建。商业基本建设投资

471．3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9．81％，建成华坪县百货商场、县供销联合社门市部综合

楼等。粮食基建投资78．8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1．6％。煤炭矿山基建投资1327．7万

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27．65％，完成河东国营煤厂的。二改六”工程，新建花椒坪焦化厂、

德茂洗煤厂和集体、个体小煤窑投资。邮电、运输基建投资231．7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

4．8％，购进大型客车两部，基本上改变华坪县乡、镇公路客运紧张和邮电通讯紧张的状况。

电力基建投资235．6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4．9％，完成乌木河二级水电站的扫尾工程，

于1986年竣工投产，到1990年累计发电10．6295万度，收入342．7万元，利润144．2万

元，税金17．3万元。林业工程投资198万元(内含金沙江森工局拨款111．65万元，占本

期投资总额的4．3％。华坪化肥厂基建投资570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11．87％，完成第

二次技改系统工程竣工投产，年产量3．47万吨，和第一次技改结束的“六五”计划时期平

均年产量1．9883万吨相比产量上升57％。党、政、军、群众团体等事业单位基建投资929．

25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19．35％，建成文乐、龙洞、通达、船房、石龙坝、温泉等乡人

民政府的机构设施建设及县人民政府院内职工宿舍等。

本期继续实行土建部分项目以计划批准投资额为基础，建行预算审查，按平方造价加费

用的项目投资包干单项工程137项，占本期投资项目的22．6％。审定投资金额1339．11万

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26．49％。节约投资78．01万元，占本期投资总额的1．62％，节约

”资金等于建成一栋。华坪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的总投资68万元有余，面积3454m2。

为了便于掌握信贷资金来源渠道，将建行存款划分为三大类即“企业存款”、“储蓄存

款”、。信托存款”。本期基建存款余额为1859．41万元，占18年基建存款的60．98％。1990

年度储蓄存款余额为878万元，比1989年余额净增394万元，净增率为44．77％，净增额在

华坪县各专业银行中居首位，比1989年净增额多增14万元，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其它存款

余额为1287．77万元，比1980——1985年其它存款余额增加了293．2％。

华坪建行到1990年底止一般性存款余额为1511万元，比1989年末余额增加443万元，

提前九个月完成建行丽江中心支行下达的全年1100万元的存款计划任务。提前两年完成华坪

建行三年发展规划1400万元存款计划。储蓄存款的比例由1989年的45．32％提高到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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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1人，助理会计师1人，会计员2人，经济员2人。文化程度大学2人，大专3人，中

专11人，高中5人，初中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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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73年

根据云南省革命委员会1972年9月批转云南省财政局革命委员会“《关于恢复建设银行

的报告》”指示精神，在建设任务较集中的永胜、华坪、中甸三县设办事处，业务实行上级业

务部门和当地财政部门的双重领导，以当地财政部门为主。丽江地区革命委员会以地革发<

72>41号文件下达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华坪县办事处”。1973年2月

与华坪县财政局办理交接业务，开始正式对外办公。

1979年

5月根据中共华坪县委组织部县组字<79>88号文件批准升格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华

坪县支行。实行由建行系统上级行和当地党、政府的双重领导。

6月根据建行云南省分行下达。《关于建新、改建小氮肥厂的资金供应和财务处理手续的

通知》”，对华坪县氮肥厂的资金供应和财务处理作了贯彻执行。

9月经丽江地区行署民政局批准征用华坪县、中心镇、中心大队土地1．3亩。新建办公

室宿舍349．98m2，地址座落华坪县中心镇正东街101号。

9月根据建行丽江地区中心支行的部署，抽派人员对当时在建重点工程乌木河二级电站、

金沙江森林工业局、华坪县化肥厂等进行了财务检查，并积极响应建行丽江地区中心支行

“关于开展会计核算3千笔无差错”的竟赛活动。

1980年

7丘月经华坪县工会批准成立“建行华坪县支行工会小组”。

2月继续对在建重点工程务坪水库、乌木河电站、华坪化肥厂、永兴医院及水利工程进行

财务检查，协助乌木河电站建立“定额管理制度”。查出四项工程库存物资合计120多万元，

库外物资25万多元，积压物资5万多元，制止不合理开支0．8万多元，查处计划外工程华

坪县一中教学楼一项投资17万元，重新报批，资金交存建行监督拨付，当年检查面占总投资

项目30个的60％。

3月协助中心镇人民政府向县人民政府写了。关于整顿集体施工企业的报告”。经批复对

“华坪县木建合作厂”进行整顿改为“华坪县建筑公司”。改组领导班子。

3月根据上级行的部署，受地方财政委托发放“小技措贷款”，这是华坪建行经办贷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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