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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棱县农村金融志》的编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是全县农村金

融系统职工的共同愿望，不仅是为我县编写具有“三性”、。三新”和时代特色的新

方志提供资料，更主要为本部门总结历史的经验，为今后的农村金融工作，提供

借鉴和依据。从而发挥农村金融服务于“四化”建设的积极作用。1980年在县修志

领导小组帮助下，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共同组织专人收集资料进行编写工作，但

因人农村两行分设后，编写人员少，把这项工作停了下来。1990年5月12日成立丹

棱县农行行志编写小组，组长李成修，副组长王作均、程松泽成员有五人进行资

料整理、收集工作，由于编写人员少，不能按期完成，1992年6月又进行调整编写

领导小组和编写人员，1993年4月定稿。在编写过程中，编写人员坚持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求实存真的原则，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方法反
●

映历史面貌。

《丹棱县农村金融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集中反映农村金融系统“发

展经济，保障供给”为中心的志书。这部志书记载了民国时期和解放后到1990年

农村金融工作发展史。

由于我们缺乏编志经验，加之思想认识差，写作水平低，资料不足，在资料取

三j，‘：一j。~二’，一，．：一：一’： _一，，：：一：，：，：：r j二j；；

、

丹棱县农村金融编写组

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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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丹棱县历史悠久，隋朝开皇13年(公元593年)正式建立丹棱县。宋代属成都府
一

督眉州通义郡，民国初属建昌道，民国十九年(1930)属四川省第四行政督察区，直

到1949年12月17 El解放。1953年3月前属眉山专区，后属乐山专区．1958年10月2

日并入洪雅县，成立丹棱区。1962年8月22日恢复丹棱县建制。1985年撒销地区建

制，丹棱县属乐山市。

丹棱县位于成都平原边沿，乐山市北部，东与眉山毗邻，南与夹江接壤，西南

同洪雅相连，西北与雅安、名山、蒲江，以总岗山为自然分界线。境内以丘陵为主，

有部份坝田，年雨量在1000毫米左右，气候温和，具有春暖春早，无霜期长，温差

小的特点。。全县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海拔最高,1142米，最低450米。地理座标为

北纬29
o

52130
o

081，东纬103
o 151—103 o

35之间，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30公

里，面积454．63平方公里。1990年全县辖1个镇，12个乡，133个村，934个经济

社，17个居民组，城乡总人口154．477人(其中农业人口143．423人)，占总人口90％，

耕地面积18．9万亩，按农业人口人平耕地1．3亩，山区面积占33．4％，丘陵占

53．8％，平坝占12．8％。森林面积有1．37万公顷。境内有仁美河(安溪河)和丹棱河

横贯全境。农作物主产水稻、玉米、小麦，油菜为主，山区产茶叶，木材，全县芒硝

蒴旃量丰南。
‘

jj谈云府威诗j ioLj凸年成立农，阿苜佧j苦,V-主。下半年组建f吾用社，l弘u手i二j：

正式成立有限责任四川省丹棱县合作金库。1941年8月1日丹棱县银行成立，1944

年县银行改组直到解放前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丹棱县于1949年12月17日解放，1950年4月成立中

国人民银行丹棱县支行，1951年成立仁美、张场营业所，杨场，双桥、顺龙．石桥、

中隆、何场等乡设立农村金融组，开展工作。

1950年国家银行在农村的金融工作，一方面继续向。封建货币银元”进行斗

争，推广人民币下乡，“消灭，：农村交易中。以物易物”现象，另一方面配合农村土

地改革，开展农村储蓄，1951年吸收农村储蓄成为国家银行在农村中的主要任

． 务，1952年春开始，随着爱国增产节约动的开展，以发放农业生产贷款为主要工

作，执行了“深人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农贷方针，贯彻了以贫

户农为主。团结中农的政，做好农贷发放，支持生产发展。1952年胜利完成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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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得到迅速发展，1954年2月在杨家乡试办农村信用合作

社及城厢乡白塔信用互助组，1954年底建立信用社5个，实收股金17．151元，1956

年建立九个信用社人股社员16776人实收股金29．905元。1958年，正当农村经济

形势大好，农业生产发展在。一大二公”的口号下，。左”的思潮在农村开始泛滥，

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之风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一平二

调”和共产风”银行工作大存大放的跃进方针，银行规章制度，被破掉了，新的却

未建立，造成错帐错款严重。1959年一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大幅度
下降，货币投放过多，商品不足，市场物价上涨，1962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

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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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银

行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加强信贷的计划性，严格信贷管理，1962年的农贷工作，
＼

认真贯彻了。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原则，以及中央规定的支农资金分

口管理，重点使用和钱物给合的原则，贷款与社队自有资金和物资供应结合，促

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中国农业银行丹棱县支行于1964年1月建立，主

要任务是办理国家支援农业资金的拨付和贷款，并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对农

村信用合作社的领导。1965年人农两行合并，统一由人民银行领导农村金融工

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农村金融工作处于

被动状态，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很大损失。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拨

乱反正，被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79年根据党的。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的方针，再次恢复农业银行，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的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轫道

上来。在农村，合理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从商

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历史转变。1980年调整了农村信贷政策，坚持“绝

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支持扩大商品流通，支持承包户，

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联合经营，促进农业生产全面发展，活跃农村经济。

1984年农村商品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等中央关于农村经济改革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富民政策深人人心，农村工业，商

业和运输服务业等迅速发展，1984年全县行社发放乡镇企业贷款余额303万

元，1990年农贷余额达到1724万元，农村储蓄增长幅度是历史最高水平，1990年

农村存款余额达2882万元，每年增长240万元，在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

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存贷两条线到。存贷挂钩”差额包干”进而实行“统一计划、划
’

分资金，实贷实存，自主经营”的信贷资金责任制，缩小了指令性计划范围，增强

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作用，从而提高了资金使用率，克服了资金上。吃大锅



银行领导下工作，指导、协调全县信用社的业务开展，使信用社在国家银行领导

卞，坚持合作金融性质，起到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

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到1990年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到21个，其中：农行营

业所三个，储蓄所三个，信用社12个，信用分社3个。1990年全县从事农村金融工

作的行社职1156人(其中：银行65人，银行储蓄代办员16人，信用社职1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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