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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县特区金融志》的编纂工作，是在八十年代修志热潮的启迪下

起步的。一九八六年六月成立了编委会(领导小组)，七月份组织人力设

置了编纂办公室，由工商银行高级经济师杨泽沛任主编。由于志属信

史，工程浩繁，难度较大，修志进程几经停滞，一些篇章的编纂又多次出

现反复，所以，全志的编纂到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才基本上完成这一艰

巨的任务。整个编纂工作的时间看来是长了一些，但这本三十万字的专

业志，在盘县特区金融系统各行、司、社和各界的支持鼓励下，全体编纂

人员以百折不挠的毅力，终于使志书出版了，它的出版，为盘县的金融

发展史填补了空白之页· ，

《盘县特区金融志》把盘县的金融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把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来的盘县金融史实记入了史册，这是一个重大的

突破，是盘县特区金融系统八百多名金融工作者，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

明建设中共同努力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成果实事求是地记述了盘县

金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记述了盘县金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所作出的贡献；记述了各行、司、社在开拓业务

中，对促进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发展上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同时

揭示了经济与金融两者互相依存和互相促进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因

此，《盘县特区金融志》为推动当代和今后的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提供了

借鉴历史和研究未来的参考资料。
～

为使《盘县特区金融志》能有效地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的作

用，我们在编纂全志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认

真探索了正确的修志方法，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但编写

专业志，由于是第一次，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是在边学习、边提
·卫·



高的进程中，尽可能使全志的布局合理、史实准确、体例得当、结构严

谨。在组织内容及其选材方面，我们坚持了“有所侧重、有所详略”的方

法，立足于突出特性的原则。因而，《盘县特区金融志》的整个形式摆脱

了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的束缚，成为一本具有时代特点、地区特点和专

业特点的可资借鉴的信史。

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宏观调控和优化配置的作用，促进盘县特区

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望我区广大金融工作者，从《盘县特区金

融志》一书中，进一步了解盘县特区金融活动史实，吸取老一辈银行家

，们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扬长避短，为富民兴盘和发展金融事业谱写更

加壮丽的篇章。
。

’
。。

中国人民银行盘县特区支行行长 张元胜

一九九四年五月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工作，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实事求是地记述盘县的金融史实。

二、本志各篇、章、节横排门类，纵述始末。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进行

编写，文字使用一律按国家公布的第一、二批简化汉字为标准。

三、本志上限，以盘县民国时期的金融活动在有据可依的情况下开

始，下限基本到1 990年-部份内容分别情况适当下延。

四、本志1986年7月1日前后的人民银行，系指未确立中央银行

制的原人民银行和确立中央银行制后的人民银行·

五、盘县特区金融系统的机构中，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一般简称为“人行"、“工行’’、“农行’’、

“建行”。
’

六、人民币的记数，均以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为计

数单位，与旧人民币的比值为1：1万，个别之处需要以旧人民币面值

表示时，仍用旧人民币面值表示。

七、本志在记叙各项业务活动中，没有逐年反映的具体统计数字，

均在“附录"中列表备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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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纪 要

1916年(民国5年)
-

●

●
●

“民三袁头”银元开始进入盘县·

1921年(民国10年)

“方孔钱"在盘县停止使用，以河南和四川铸造的铜元(又称“铜

板")进入盘县，取代了流通中的铺币· ⋯ +，‘V

1933年(民国22年)

． 4月，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铸造的“帆船力银元陆续进入盘
县。+

’

t ．

1935年(民国24年)’

4月下旬和次年3月，红军先后几次途经盘县时，在盘县留下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见民间中收藏的壹元票

样·) ／



1935年(民国24年)

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

先后发行法币(又称“国币")，自此，法币陆续流入盘县。

1936年(民国25年)

9月26日成立盘县信用合作办事处，年底前建立15个农村信用

合作社，次年上半年发展到79个· 。

、‘

一

、
，

●

．
，

●

一 1938年(民国27年)

在盘县成立中央银行三等分行，经理吴云生。同年7月21日，在分

行内增设中央信托局盘县分局，局长由吴云生兼任· ：
，一-

1938年(民国27年)

9月3日成立盘县合作金库，经理左燕金，助理杨景明。

’

1941年(民国30年)

中央银行在盘县推行“一元献机运动"，盘县人民在抗战爱国的启

迪下，积极捐款·5万元。

17942年(民国31年)

11月，国民政府将缴纳关税用的“海关专用兑换券"(即“关金券")

代替法币投入市场流通，并规定一元关金券折合法币二十元i关金券自
·2·

●



2月进入盘县流通·

‘

’1943年(民国32年)
‘

，

成立邮政储金汇业局盘县办事处，主任由盘县邮政局局长兼任·

8月10日成立中国交通银行云南省昆明分行盘县办事处(该处是

昆明分行在省外的唯一基层网点)。

10月15日成立中国农民银行盘县分行，负责人陈为刚和康永宣。

1944年(民国33年) ，

，

，．11月6日，聚康银行长沙支行迁来盘县，成立了聚康银行盘县办

事处，负责人王升楼·该办事处是专门经理在食盐配运信托业务中发生

的存、贷、汇业务。民国37年下半年，办事处撤销迁回长沙·

1945年(民国34年)

8月，抗战胜利后，中央银行在盘县发行胜利公债33．6万元·

1946年(民国35年) ～

1月18日成立贵州银行盘县办事处，同．年4月15日，办事处改称

“贵州银行盘县支行一，负责人宁必寿，后为王子宣。

9月，盘县城区境内，成立了股份制的利群合作社，名誉董事长王

仲云，经理余显志。该社主要办理短期借贷和典当业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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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

人民

设立

1051

还本

记帐

4月份开始对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实行现金管理。

4月13日，盘县人行配合公安等部门联合成立“禁银委员会一，城

关镇镇长何志翔任主任，公安局局长周兴达任副主任，银行郭时凤等为

委员· 一
，

～

．

4 ‘

、 ．、’． 1952年
． 、

盘县人行建立后。根据“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

的方针，为帮助翻身后的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对农户发放75695元的

生产、生活贷款。
·4‘



1953年’
，。

。

_ ‘

盘县土地改革任务全面完成，为支持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当年对

农户发放各种农贷34．9万元·
：

，
．

⋯．盘县百货公司、花纱布公司、专卖公司、文化用品等公司先后成立，

在取消贸易金库制和实行独立核算以后，银行按“财务轧差办法"的有

关规定，开始将信贷资金注入到各个公司。 ，

t 4、5两月，盘县人行开始在亦资区的平关乡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

6月1日，正式成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第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平

关乡信用合作社· ．

、

1 954——1958年，盘县完成国家经济建设公债70．6万元。。

1月，盘县人行按总行要求，实行帐制改革，推行苏联的会计核算

办法，启用复式记帐凭证，以棋盘式日记帐双线核对和结算帐务·由此，

、记算方法又改为借贷记帐法，一直到1966年7月才停止使用苏联记帐

法，改为新的资金收付记帐法·
’

一；。

3月1日，盘县开始发行第二套新的人民币，与此同时，收回原发

行的第一套旧人民币·仅一百天时间，收回旧人民币131亿元，于9月

1日在盘县就地秘密烧毁。 、

4月，省分行报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盘县部分灾区的到期农贷得

到减免，减免本息共24232元，其中失效农田水利贷款报损4126元。

_ ：4

j ’ ’’

·5。



’1956年

推行新的《国营商业短期放款暂行办法》，贷款取消财务轧差的供

给制方式。实行按计划、按种类、按性质、按效果发放的办法，逐步扩大

了商业贷款范围，全年对国营商业累计发放各种贷款596万元，分别比

前两年增加1．1倍和1．66倍。
． 10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盘县支公司，县人委委任朱丹

任副经理，1958年12月奉命撤销。

10月，从盘县入行中分设中国农业银行盘县支行，牟昌益任副行

长，次年8月奉命撤销·．| ，

7

先后在全县106个乡镇，建立了106个农村信用社，实现了农村信

用合作化·1962年随着全县行政区划的变动．乡级信用合作社并为96

个。

1956年到1959年，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39．4万元·

1958年

12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县农村信用社转为公社信用部，

1962年2月又才恢复为信用社。 ：
●

12月，盘关营业所主任任德臣评为人行系统全国先进工作者·
●

’

在大跃进的技术革新中，盘县入行的林仕懿．研制成功手摇点钞

机，出席．了总行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技术革新会，总行授予先进工作者称

号·

4月4日，安顺专区的公社金融工作会议在盘县现场召开·这次会

议还有省内各中心支行和重点支行的代表共一百多入。
·6。



·7月22日，全省七个县支行的“五好红旗运动对口竞赛评比会"在

盘县银行召开，通过验收，盘县支行被评为全省对口竞赛的优胜单位和

先进单位。
： 5月，盘县人行向党政和上级行写了“关于处理各企业挪用流动资

金的请示报告lP9'9总行7月24日以(59)银密办丁字第35号文向全国省

市分行转发了这份报告。紧接着，贵州省分行在全省范围内转发了这份

调查报告。

7月，．一些全国性的报刊，如《大公报》、《人民日报《、《中国金融

报》、《贵州日报》、《安顺报》等，都先后分别刊载了选择盘县人行在实际

工作中所取得突出成就的报道和经验等。 ．

8月，支行党支部副书记李墨出席了总行在北京召开的重点行经

验交流会议。

10月下旬，支行副行长朱丹又代表盘县人民银行出席．了国务院在

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大会”，盘县人行被授予“全国红旗单位"的光荣

称号。
、 +|

一

11月16日副行长朱丹再次出席了全国银行系统的经验交流会

议。尔后，盘县人民银行被总行确定为全国七个支行参加的对口竞赛行

之一． ：
。

‘

12月，总行又转发了盘县人行所写“关于当前市场货币流通问题

和意见向县委的报告力。尔后，于1960年总行以(60)银计综字第25号

文指定盘县人行为总行联系工作的60个重点行之一。

．在盘县粮仓工地挖出明嘉靖七年“嘉靖通宝■明万历四年“万历通

宝"和明“天启通宝"各一枚。 ， ．·

’，、

：
：

，‘-

1960年

1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始试行工资基金管理。．|

2月，银行的工商信贷工作在“为农业大办好事’’中．于下旬召开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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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业、农业、商业、交通、林业、粮食、银行、财税、计委、医疗等部门参

加的“_卜条线、一条龙支持春耕生产大协作"会议，并成立了支持农业生

产大协作委员会·

5月5日，安顺专区中心支行支援春耕生产现场会议在盘县召开，

总行农金局副局长周济之带领的全国南方金融观摩团到盘县，对盘县

人行的工作成就一一都给予了肯定。 ’

1961年

’为贯彻执行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取消了“金额信贷"和实行“存

贷分户”管理，进一步明确了“十条"信贷原则。

1962年

3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

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六条决定"·自此，银行将“决定"视为“上方

宝剑"，严格了资金、现金和各项工作的管理·

4月15日盘县人行遵照国务院命令开始发行第三套人民币。

1963年

+发行第二套新人民币中，其中深绿色的叁元券、酱色的伍元券和黑

色的拾元券，原系委托苏联代印。12月初根据上级指示，这三种人民币

20日起只收不发。次年4月初，国务院正式颁发命令限期收兑口4月13

日——5月14日，三种人民币共收回245．1万元，6月在盘县就地销
臼尊 ．

再k o

4、5两月，在整顿农村信用社的工作中，盘县人行在老厂区清查出

信用社干部贫污挪用信用社资金24321元的问题，专题上报省分行后，
．． ·8·



省分行7月13日以农(63)字第177号文对老厂区信用社的问题向全

省作了通报·

1 964年

1月，第二次正式成立中国农业银行盘县支行，李墨任行长，1966

年2月又奉命撤销并入人行。．

6月21日，盘县城区遭到历史罕见的洪水灾害，盘城受淹，当洪水

冲破支行后门。蔓延到金库门坎时，住在行内的守库员董愉农和张世义

行长，奋不顾身设法堵住洪水，保住了现金和帐据未受损失·‘县人委给

董愉农记大功一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8月，成立全省第一个区级信用合作社联合体——盘县民主区中

心信用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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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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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恢复兴义专区，盘县人行又恢复为兴义中心支行领导·

i ‘

． 1966年

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盘县矿区支行正式成立。从此，盘县区域‘ 。

货币流通的吞吐量舀益扩大，以现金为．表证的货币发行逐年增大·’
‘

1967年．
-“

一

4月9日，盘县矿区支行因邻居失火也被大火焚毁·刘呜字奋不顾

身抢救国家财产，帐务，被火烧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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