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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沧州城市金融志》是根据沧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布署，

从1991年2月开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于1992年6月，终

于完成了一部共17章61节计26万字的志书。

《沧州城市金融志》记载了沧州解放后，边区银行、人民银行、

工商银行设在沧州市(前为沧镇)的基层营业机构历史变迁，银

行业务的改革，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史实等。

《沧州城市金融志》的编纂是在中国工商银行沧州分行直接领

导下进行的。行长靳学斌任编纂委员会主任，副行长韩炳荣、孙

继仁任副主任，并选配人员组建了编辑办公室。编写过程大体经

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到外地取经学艺，用了近5个月查阅

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走访了曾在沧州银行工作过的满村、马玉祥、

王立业等28位老同志，共搜集文字口碑资料近300万字。第二阶

段，整理精选资料进行编写。以编写班子与各科室编写相结合、责

任到人的方法，坚持质量第一的编纂原则。主编李保斋负责概述、

大事记、第一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三章至第十七章的编写；

编辑边燕民负责第二章、第三章的编写；编辑张俊智负责第四章、

第五章、第六章的编写；信托投资公司孔德昌负责第七章的编写；

实业科徐孟然负责第八章的编写；调查信息科李凤恩负责第十一

章的编写；纪检组赵文成负责第十二章的编写；编辑提义负责有

关数字的搜集与组编。第三阶段，在形成初稿的基础上，由主编

统筹，一次又一次的进行审修，交各有关科室负责人审核修改后，

召开内部初审会。依据大家的意见，编辑办公室再深化加工整理；

形成了初审稿，聘请河北省财政经济学院副教授张隆泉、中国人

民银行河北省分行《河北金融》编辑办公室副主任傅德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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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志编辑办公室主任师希京等进行了审

见，编辑办公室第三次加工整理，经行长

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主编终审。最后经

会主任审定。

在编辑过程中，承蒙沧州地、市、县政府

计局，工商银行沧州分行各有关科室和解

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得到沧州市政府地

省分行行志编辑办公室的具体帮助，在此，

融志》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新工作，虽然编

完善，但历史迭经沧桑，资料散失，给编

之思想水平所限，在体例、内容和文字表

，敬请各界谅解和批评、指正。
。

《沧州城市金融志》编委会

1992年7月28日



盛世修志是我国历史传统。修志有“资政、存史、育人”，

“经世致用”的特殊功能。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可见史志历来是兴邦治国良策的宝库。当今一些

专家、学者常以查阅方志入手，了解历史，“借古论今”。志书的

作用早已为古今中外人士所关注。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曾明确指出：“新的地方志，是对广大

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实的、生动的、亲切

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沧州城市金融志》正是适应了这一需

要。它也是沧州城市金融史上的第一部志书。不言而喻，它既有

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旧志书历来多重人文，轻经济，

对金融涉足甚少。工商银行是城镇资金活动的中枢，通过它的职

能，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的经济活动，从价值形态上联系

起来，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表述。为了更好地发挥工商银行在经济

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于1990年初，中

国工商银行沧州分行着手编纂《沧州城市金融志》。按照工商银行

存款、放款、结算和城镇储蓄业务范围，上溯到沧州解放初期，系

统、全面、真实地记述了1949年一1989年四十年期间沧州城市金

融业务、机构、人员的历史和现状。

《沧州城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及编辑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在

既无先例，又无经验的情况下，发扬了敢闯敢干的精神，摸索前

进，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沧州·

城市金融志》上。该书自撰写初稿到成书，几经修稿，有效地增

强了志书的思想性、科学性、真实性，它将作为沧州金融史上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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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献服务当代，惠及后人。也是沧州金融史上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对新时代的奉献，这是值得赞颂的!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资料短缺、断档，再加上水平所限，

疏纰差漏难免，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以便为后续志书，纠谬补

短。

Ⅳ

中国工商银行沧州分行行长

靳学斌
“沧州城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1991年11月16日



凡 例‘

一、沧州城市金融志(以下简称本志)，为沧州工商银行专业

志。主要记述沧州市自1949年至1989年期间沧州市的城市金融

业务及其相关的金融机构沿革。

二、本志以事分类，以时述事，按照志书体例，反映工商银

行的特点。文体采用语文体，记述体。内容以志书为主，兼以述、

记、图、表等形式。

三、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问题客观记述，反映事物的本来

面目，力求本志能具有资治、存史、育人之功能。

四、本志于篇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脉络，之

后为章、节、目三个层次。全书共十七章六十一节八十五目，

二十六万字。 ．

五、现在的中国工商银行沧州中心支行的前身系中国人民银

行基层营业单位，随着区域及银行隶属关系的更迭，易行名记述

每个时期时，均使用当时的机构名称，如：沧镇银行、人行沧州

市营业部、人行沧州市支行、工行沧州中心支行等。

六、本志机构沿革中，记述各类人员任职是以1989年12月

底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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