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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墒修地方志，“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

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

业”(1987年5月26日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

台上的讲话)。历代都重视地方志，封建统治者有一句格言：“沿

天下者肚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封建地方官把志书称为

。资治宝鉴”。古人认为地方志有“资活、教化、存史”的价值和

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舀成立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

济建设在中固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社台主义银行在

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发挥了重要的杠杆和枢纽作用。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A，运用各种经

jjF手段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和引导微观经汴活动的任务已越来越显

得重要，对银行的工作要求也越来越高。总结历史经验，开拓未

来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客辞的责任。有鉴于此，我们依照青白江

区人民政府统一布置和安排，组织编写出《青自江区农村金融

志》。同时，也谨耽此作为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十周年的献礼。



F青白正压农村金融志》根据社会t Z牺缎阶段的基本理论和

中共十一届三中垒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建国以来克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准绳．以马i0主蔓、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思担．宾串求是地、比较公正客观地全面记述了青白江区农村

金融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并为这一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鍪和

科学的依据。

希望《青白江区农村金融志》的出版，能为我区农村金融战

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起到了解过去，掌握现状，展望未来的作用，为

进一步濂化青白江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傅赞钦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凡 例

一、数字使用

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

家计划局，国务院办工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数字甩法规定，本

卷涉及数字时，一律按规定标准使用。如，

(一)凡史中和表中使用阿拉伯字碍体的地方。使甩阿拉伯字。

如：l、2、3、4、5l 5位以上的数字，尾数零多的，改写以万、亿

为单位。

(--)凡文中和表中遇有一位戢的单字，文中甩汉字(如一个

^、三个月、五条措臆)l丧中用阿拉伯字．如：1、2、3、4、5．

(三)凡数字作为词索构成的词，词组．惯用语、缩写语或具

修辞色彩的语名．一律使用汉字，如：一律，第一尉行长．

(四)凡公元世纪年月用阿拉伯字，如：1949年一1958毕．

=、行文规约

(--)语言文字。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不用文言耩文

白夹杂的半文言。力求做到叙述明白，逻辑严密，不吉糊其辞。如

不用‘有人认为”、。由于种种原因”、“组织上”等含混不清或失

l



实的词语；文字书写一律以I 964年中斟文字改牡委暾去制定的

《简化字总表》为准．不开j非规范简化字和吐造字。

(二)本志体倒坚持“事以娄聚”、以横为土、髓注于纵、横

排竖写，采用篇、章、节、目四层捷结构。目下设子目。部分文

后设附录。全志正文除“大事记”、“概述”外，各篇、章、节、目

均以事命题。 -

(三)本志体裁t采用记、志、表、图等综合体藏，以志为主

体。

(四)称谓、引文

l、本志使用第三人称，凡涉及省、市、县(区)机关团体和

企、事业单位的名称，一律用全称，不用“我省”、“我市”、“拽

区”、“我处”等代称。如全张较长，在文中反复出现，为节省文

字，均在第一次全称后用括号标注“以下简称×××”。

2、凡年辣日久盼容易使人模糊的简称一律写全称。如“四职

教育”写成：“讲职业遭蘸，尽职业责任，守职业纪律，学职业技

能”的教育。

3、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地名、机构、职务等均以叙事年代的称

谓为准，不加褒贬副词，不以今称代替。如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市

分行】985年1月1日前为“成都市支行”而1985年1月】日后

则为“成都市分行”。故，在这两个称谓的前后，均眺更改的时间

前后称“成都市支行”和“成都市分行”。

d、人物直书其名，不冠以职称和“同志”等称呼．不加任何

褒贬词汇。

5、不随意增减村料中的“近”、“多”、“约”、“余”等表示分

寸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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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凡引用书籍、报刊资料．一律注叫作者姓名、篇名、报刊

名诈、刊期。

三、人物记述

(一)本着修志“生不立传”原则，对各时期担任过不同职务

的不同人物均不特别记述，只在相关章节的相关部分中依据资料

略予提厦。

(二)在“荣誉录”中．只记受到过省级部门和市^民政府、

中共成都市委级别以上的各类表彰人员，其余均不列入率志范围。

四、资料出处及其它

(一)本志资料来源是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市青白江区办事处

l 981年恢复至1990年所存档案资料。另外成都市第一档案馆提

供了l 964年组建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市青白江区办事处机构设置

文件}对1981年前情况叙述，部分地采用了口碑资料，但对一些

年事较久，既无文字可查叉无佐证的事情本志不予记述．故而部

分年代有断限现象。

(二)本志记述的J 981年前农村金融业务经营数字是指行政

老区域的弥牟、大同、华严范围的经营成果数字．1 981年后的银

行信用社业务经营敬字系指行政扩区后的城厢、太平、弥牟、大

弯行社区域内经营成果数字。

(三)本志上限为】929年，下限为j 990年。

(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金融业务的记述，只在“解放

前机构概况”中略述．其后不在业务篇章中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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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青白江区是成都市的新兴工业区，始建于1960年初。此前为

新都、盒堂二县辖地．其自然条件优越，交通方便，商品经济十

分活跃，为货币信用的发展奠定了忘好基础。

信用是商品货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盛衰孕育着商品货

币的盛衰．这是不以某个社会制度的转移而转移的。由于此．早

在光绪28年(1902年)城厢镇便有“字号”出现，之后又相继建

立“钱庄”、“合作金库”、“地方银行”等。膏白江区人民很早便

与信用货币建立了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青白江区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着五十年代后期一批太工厂的矗入．带动

了工、农业的发展．设置与之相适应的农村金融机构B是一种必

然。l 960年，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市青白江区办事处建立，人行区

办事处与农村信用社一道办理农村金融业务。农村金融为在青白

江区的经济建设中当好配角．积极组织存款，为支援农村经济建

设筹集资金。到1963年各项农村存欺达】2．50万元。

1964年，为了适应国家统一管理支援农业资金的需要，中国

农业银行成都市支行青白扛区办事处成立，农行区办事处成为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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