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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国情教育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

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问题的教育，中华民族优

秀的传统教育等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也在

《仁寿县志》的序言中写道：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

清醒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国

情与省、市、县情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县地方志就属于局．部国

情、省情的记载体裁，而部门志又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好一

介县的部门志，它不但对局部县情有了翔实的记载，而且对国家和社

会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可见“盛世修志，势在

必行”

1 9 8 8年4月、宣汉县各金融部门领导，为了跟上时代步伐，

完成修志盛举，积极筹组《宣汉县金融志》领导小组和编写班子，开

展修志工作。通过对文献表报资料的收集、整理，查证、汇集和编写

等阶段的努力工作，在县志办的指导下，经过多次评议和复审，五易

寒暑，终于编纂成册，付梓问世。

《宣汉县金融志》是一本记载县情的部门志，它历经清朝、中华

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共八十七年的宣汉县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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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其内容不但记叙了金融事业的兴衰变化，而且还为编纂《宣汉

县志》提供了大量的可靠的金融史料。今后，这本志书，既可作为智

者“经世致用”的参考。也可达到“服务现代”的目的。

本志内容，由于年湮久远，知情人多已谢世，兼之迭遭兵燹、动

乱，档案遗失，表报残缺不全，数据多未完善，年远者只能记其概

略。错误遗漏实所难免，尚翼识者，予以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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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l 9 9 2年1 o月于《宣汉县金融志》办公室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以《建国已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指导金志

的编写。

二、本志上限为清光绪廿九年(1 9 O 3)，下断于发展国民经

济第七个五年计划完成的l 9 9 O年，个别事件延伸至1 9 9 1年。

三、本志体载采用篇、章、节三段结构。全志共三篇廿二章八十

九节。内容以年代为经，以概述、大事记，货币、金融机构。金融业

务、党群政事，教育科研和职工生活为纬，在附录中插入其他内容，

以增补缺漏。

四、本志纪年：在清代以帝王年号纪年，中华民国以民国纪年，

均夹注公元年号，通称为“建国前”或甜解放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通称Ⅳ建国后”或“解放后”；地名采用当

时名称，加注今名。

五、本志运用记叙体，力求文句简洁流畅，朴质自然。全志采用

记、志、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图表分别插入有关章节。

六、本志编写资料搜自历史档案，现存文表、访问记录和其他有

关典籍。经过收集、整理，腾写出文字资料4 6 o O余篇，达9 o万

字，经考证鉴别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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