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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临沧地区中心支行行长张朝彦

《临沧地区农村金融志》于1994年7月搜资编纂，1995年底

出版，在地方志丛书中有了它的位置，这是值得庆贺的。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也是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

一件好事。《临沧地区农村金融志》按地方志体例要求，详今略古，

简要记述了自民国时期我区农村金融产生及演变过程，着重记述

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农村

金融工作发展的史实。志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观点正确，材料丰富，

详略得当，编排得体，尽管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

鉴古知今的好书。农村金融志成书，是全区行、社干部职工集体

智慧的结晶，特别是编纂的同志，伏案笔耕，尽心尽力，倾注心

血，精心编纂，其间数易其稿，他们的奉献精神和严谨求实的科

学态度，无疑是值得提倡的。

临沧，地处祖国边陲，在历代封建王朝所谓国家繁荣、发展

的盘子上，往往属于被遗忘的角落，因此也就谈不上经济振兴和

发展，采取过什么重大的举措，他们寄希望于边疆无非是“安宁

无事”，加之边陲的特殊自然环境，使边疆长期萧条，经济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全区各族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

图强．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金融事业在商品经济的运

行与发展中滋生和壮大，对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乃至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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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到调节和促进作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导下，农村金融深化改革，按照邓小平同志“要把银

银行”要求，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

币、信贷的职能，以经营效益为核心，牢固树立存款

立行和依法治行的指导思想，学习和增强市场观念、法治观念、竞

争观念、风险观念和资产与效益观念，降低成本，用好用活资金，

在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过程中，发展自己。在上级行和临沧地

委行署领导下，按照地委、行署的部署和要求，加快地方经济发

展，大力筹集和融通资金，有力地支持我区粮、糖、茶、胶等骨

干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繁荣边疆的政治和经济，为稳定边疆，拓

宽经济发展的路子作出了不懈地努力。

40多年来，我区农村金融事业经历了曲折起伏的发展过程，

铸就了农村金融的历史丰碑，铭刻着创业者的丰功伟绩，凝聚着

全体农村金融干部职工辛勤劳动的结晶，硕果累累，谱写了我区

农村金融队伍新篇章，值得总结。以史为镜明得失。新编《临沧

地区农村金融志》，总结历史．探索规律，力求发展，全志实事求

是，不发空论，言简意赅，为领导决策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是

一部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志书。

临沧，既是一块资源丰富的宝地，又是一块有待于深层次开

发的热土．充满着希望和活力。回顾过去，全区农村金融职工和

各族人民一道，为临沧的发展和繁荣，鞠躬尽瘁，展望未来．临

沧前途无量．经济社会面I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全体农村金

融干部职工，特别是有志青年，以志为鉴，继续与各族人民一道，

奋发努力，为临沧的腾飞添砖加瓦，献计献策，作出贡献。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我代表中支党组和行政班子深深感谢为

临沧地区农村金融工作做出了贡献的诸位前辈及同仁，感谢省分

行、地委和行署的领导对临沧地区农行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感谢

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我们重温了全区农村金融历史与现状，深



感农

于水

批评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

求是地全面记载临沧地区农村金融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自1912年，下限自1994年12月31日。

三、本志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按事分类，采

用章节目体表现形式，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

以大事记为经，专项事类分述为纬，图表穿插于各有关章节。

四、本志采用规范化的语体文，引用原文加注解，除序、概

述、附录、后记外，遵循述而不评、叙而不论的编纂原则。属专

业和部门志合一．

五、本志使用1990年国家颁布的计量单位，用简化汉字书写，

货币除中华民国时期外，一律以人民币为单位。1955年2月前使

用旧币，均折算为新人民币。

六、本志纪年，民国时期按原习惯纪年外，加注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年。凡常用单位名称，除首次

出现用全称外，其他使用简称。

七、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分传、简介、表、录

四级档次。简介略记临沧地区农村金融系统高级职称、中支正副

行长级职务、受总行表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表记述历任各

县支行正副支行长、中支科室正副科长(主任)、各县联社正副主

任I录记述临沧地区农村金融系统历年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凡 例

志资料来源于国家及本行各级档案馆(室)，口碑资料

。坚持通典不录、传说不录、不实不录、宁缺勿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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