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蔫。豁舀霪萋嚣j态参蟹挚渗澎蕊凌墨《鬻j囊罄

霉释蒸餐攀懑镳繁奏鬃凑‰



石阡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







石阡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

石阡县金融志编辑办公室全体成员合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石阡县金融志》志稿会审会全体人A合影

蛹啤爆鳃甄+‘j■≮

前排左起：郑建平、李廷煊、刘连福、龚启聪、唐诗才、余道学、毛承茂、

杨沛伦、周年国、黄隆玉、杨秀全、李国民。

：排左起：向朝平、刘安富、张荣发、翁兴友、石长儒、苏世细、代传荣、

候嘉谟、苏大顺、余长海、扬胜友。

后排左起：李兴扬、张朝沐、李定有、张蚤邦、吕宗英、吴再明、杨朝相、

郝大良、徐万余、李时智、张光伟、安全秀．李刚良，



g石阡县金融志*志稿会审套摄影

右图左起

侯嘉谟(县农行调研女)

黄傻(县人民政府顾问)

扬沛伦(县志办主f})

左图：县人民银行

行长毛承茂

主持会议。

主编石k儒

作正报



《石阡县金融志》志稿会审会摄影

右图左起

国民(县保险公司经理)

宗英(县工行股长)

安邦(原县志办副主任]

左图左起

目年国(地金志办主任

李兴扬(县建行工作员



石阡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顾 问：华菊源

主 任：毛承茂

副主任：黄隆玉

委 员：杨再吉

苏世细

王 任

主 编

撰 稿：

编写人员．

校 对：

余道学 黄俊 刘连福 李定有

蒋念禄 李国民 李庭煊

胡书林 安金秀 费树仁 余长海

侯嘉谟 郭光杞 石长儒

石阡县金融志编辑办公室名单

刘连福

石长儒

石长儒 刘安富

匡固 徐万余 李定有 张正洲 苏世细

石长儒 刘连福 彭远斌

审 稿

特约审稿：邱克炳

审 定：张先觉 杨沛伦 周年国



石阡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顾 问：华菊源

主 任：毛承茂

副主任：黄隆玉

委 员：杨再吉

苏世细

王 任

主 编

撰 稿：

编写人员．

校 对：

余道学 黄俊 刘连福 李定有

蒋念禄 李国民 李庭煊

胡书林 安金秀 费树仁 余长海

侯嘉谟 郭光杞 石长儒

石阡县金融志编辑办公室名单

刘连福

石长儒

石长儒 刘安富

匡固 徐万余 李定有 张正洲 苏世细

石长儒 刘连福 彭远斌

审 稿

特约审稿：邱克炳

审 定：张先觉 杨沛伦 周年国



石阡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顾 问：华菊源

主 任：毛承茂

副主任：黄隆玉

委 员：杨再吉

苏世细

王 任

主 编

撰 稿：

编写人员．

校 对：

余道学 黄俊 刘连福 李定有

蒋念禄 李国民 李庭煊

胡书林 安金秀 费树仁 余长海

侯嘉谟 郭光杞 石长儒

石阡县金融志编辑办公室名单

刘连福

石长儒

石长儒 刘安富

匡固 徐万余 李定有 张正洲 苏世细

石长儒 刘连福 彭远斌

审 稿

特约审稿：邱克炳

审 定：张先觉 杨沛伦 周年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编修方志，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编纂金融专志，填

补石阡金融史志的空白，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在石阡县地方志和铜仁

地区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县人民银行牵头，组成编委，主

持编纂《石阡县金融志》，现己成书，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

甚为欣慰。

《石阡县金融志》，由述、记，志、表、图、录组成，以志为

主，穿插图，表，全书1 0万余字。本书编写，坚持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广集资料的基础上，存真求实，采用横排门类、

纵述始未的体例据实直书，记述了石阡金融的历史发展，着重记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反映了在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方面的重

要经验教训，也记述了机构、人员及其他业务发展情况。本书问世，

将给我们以历史启迪，激励广大金融职工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担负继往开来、承

先启后的重担，努力做好金融工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金融事业，为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全体编写人员不辞艰苦，开拓前进，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表示慰问和感谢!特别是年过花甲的退休老股长彭正志同志，

不顾年老体弱，为编写本书搜集资料，病倒在办公桌旁，后经医治无

效，"于'1990年1 1月逝世。我们对此无私奉献精神，深表敬意l

本书编写，得到有关单位和有关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表

示衷心感谢!

毛承茂 1 9 9 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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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立意；本书定名《石阡县金融志》，力求如实反映石阡金融

活动的历史轨迹，以存史为宗旨，兼备借鉴、资治和教育之用。

二，断限：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依事追溯至事物发端；下限原则

上至1 9 8 5年止，必须延伸的酌情延伸。

三，体裁：采用述、记、志、表、图、录等体，概述为全书之

纲，大事记为金书之经，志文为全书之纬，图、表附入相关志文之

后，使文表，文图相配。

四、文体：采用第三人称语体文记述体，

五，章节设立：按照专志要专和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的原则，按

金融业务分类设章，以事设节，节以下用“(一)、(二)、(三)

⋯⋯”序码；专业以外必须记述的，另设章记述。

六。称谓：人名，直书姓名；机构，地名依历史称呼，历史地名

括注今地名。

七，纪年：按历史朝代年号书写，括注公元纪年，括注内省去

“公元”二字。

八，货币计量：历史货币计量依从历史记载。旧版人民币计量，

除必须按旧币计量的括注旧币外，一律换算为新版人民币计量。

九．数字书写：按国家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书写。

十．本书资料来源见石阡县金融志《资料汇编》、《资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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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石阡位于黔东北，明永乐十一年(1 4 1 3年)设府，民国三年

(1 9 1 4年)废府设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石阡经济发展缓慢，到1 9 4 9年基本

上还是自给、半自给的农业自然经济，货币，信用活动范围狭小，经

营货币和信用的金融业尚未形成。民国三十二年(1 9 4 3年)，由

石阡邮政局兼理，设立石阡邮政储金汇业局，开始办理储蓄及小额汇

兑业务。是年，吸收的储蓄存款余额仅有4 I o 1元，为铜仁地区储

额最小的县。后，固法币急剧贬值，储金业务随之消失。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 9 5 1～1 9 5 7年，是石阡人民金

融事业创建并顺利发展的时期。首先，在中共石阡县委和石阡县人民

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于1 9 5 1年5、6两月在城乡广泛开展了禁用

银元和其他杂币的斗争，使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阵地，并树立了良

好信誉，消除了人们怕货币贬值的疑虑，从而统一了货币，稳定了金

融；第二，创建了中国人民银行石阡县支行和所属龙塘、花桥、五德、

中坝、白沙、本庄6个区营业所，兴办了44个乡的信用合作社，形成

了以国家银行为主体、以集体昕有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为辅助的遍布

城乡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第三，金融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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