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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早就盼望有一部《平顶山市金融志》o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生长在平顶山

下，从湛河岸边步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一方面是由于我长期在金融部门工作，

对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并且还在继续发展的新中国的金融事业，有着

特殊的感情。现在《平顶山市金融志》即将付梓，我和所有关心此志的人士一样，

感到无比高兴。

在《平顶山市金融志》初稿完成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平顶山分行王殿和行长

曾主持召开一次评稿会议。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在发言中一致指出，该志观点

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合理，归属得当，文风朴实，并且突出了地方特点和行业特

点，是一部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为一体的较好的志书。这些评价，

似乎没有夸大之处，广大读者在读完该志之后，一定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平项山市是一座新兴工业城市。在建市之后的四十多年间，全市经济、文

化、社会全面发展，金融业也随之成长、发展和壮大，并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全市金融业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曾遇到这样或那样的

曲折，但总起来看成绩非常巨大，经验非常丰富。为了推动今后金融事业的继续

发展，及时总结过去的成就、不足和经验教训，以教育今人，启迪后人，是十分必

要的o

《平顶山市金融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系

统、客观、准确地记述了全市金融事业的发展历程，讴歌了金融干部职工的光辉

业绩。总结了成功的经验，指出了应当吸取的教训，很好地体现了编纂该志的初

衷。也就是说，该志足以起到史志界常常提到的“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

在阅读《平顶山市金融志》的时候，我们应当对该志的全体编纂人员表示衷

心的感谢。该志的编纂过程间停断续达10余年之久，先后有20余人参加了编

撰工作，他们多年如一日辛勤笔耕，其精神是十分可嘉的。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出

的是，领导该志编纂工作的一些负责同志，在志书的编纂过程中都作出了重要贡

献。中国人民银行平顶山分行原领导胡国瑞、韩国祥等先启其端，强有力地推动

了该志的编纂组织工作，现领导王殿和、张贵生、马廷珍等继续加强对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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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顶山市金融志

的领导，终毕其功；平项山市史志办的负责同志在该志的编纂过程中给予了许多

指导和帮助，对于这些有贡献的负责同志，广大读者和后人也是不会忘记的。我

作为最先看到该志的读者之一，愿意在这里向广大读者推荐：《平顶山市金融志》

是一本比较好的专业志书，开卷有益!

原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 贾灿宇

1999年春于郑州

戮谓博灌疆曩翻涠耀一絮l垂l绻国喁黪鬻琵≮k_『_獭磁■疆嗯叠l翊啊蔫兹鬈～髯㈧麓叠■—曩曩翻2篮瓣震r∞瀣—●■■曩疆璎灞镬覆锶

"暂■—曩翌嗣曩—■—曩盘整灞



序 二

《平顶山市金融志》编纂办公室的同志约我为此书写序，当时我并未同意。

其一该书已由原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贾灿宇同志写了序言，而且评价

已很到位、确切；其二我是1999年7月由人行山东淄博市中心支行调任人行平

顶山市中心支行行长兼党委书记的，对此书的编纂并没有参与。但当我知道本

志书的编纂过程且阅读此书后，觉得有必要更有责任说上几句。

续史修志，历代重视。我国自古就在“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的说法。当今时代，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与发展的伟大时代，盛世修志不仅

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服务经济建设。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枢纽，在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着棋活，则全盘皆

活；一着棋榆，则全盘皆输。从邓小平同志这一高度概括的评价中，金融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便可见一斑。在金融业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特别是新中国

建立后这一时期，透过金融业的每一个脚印都十分清晰地折射出社会经济的兴

衰成败。这也是所以编写这本《平项山市金融志》的本来意图。

本志书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详今略古，具有启示和教化功能。将

平项山建市四十多年来金融业兴衰成败的烟云不折不扣地以志书的形式奉献给

来者，是我们当代金融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人

行平顶山市中心支行前两任领导者是有眼光的，也是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据

我了解，前两任领导都对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原行长胡国瑞(后任人行河南省

分行总经济师)、王殿和，副行长李中义、韩国祥，总稽核阮松耀等同志心系志书，

亲自秉笔撰写修校，为此志书的编纂起到了推动和鼓励作用。还有梁其祥、赵其

昌等许多离退休的老干部不顾年老体弱，潜心修志，任劳任怨，默默奉献，其精神

值得我们大力倡导、学习。原人行河南省分行行长贾灿宇、河南省金融干部管理

学院院长丁立臣等领导同志对此书也给予了帮助指导。可以说，《平顶山市金融

志》是集体劳动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书付梓问世之际，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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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曙光近在眼前，而且我国面临着加入WTO的机遇与挑战。全市金

融系统全体员工要振奋精神，团结奋进，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地方经济

建设的关系，牢固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识，切实强化金融监管，广泛筹措资

金，拓宽业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为我市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确保一方金

融平安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银行平顶山市中心支行行长葛彬

j·
r，，

2000年10月8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平顶山市金融事业的发展历史

和现状。

二、本志立足当代，详近略远，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

三、本志门类设置，按事以类从、横分竖写原则编排，采用章、节体，用现代汉

语记述，记、志、传、图、录、表诸体并用，以志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四、本志设序言、概述、大事记，全书共18章，末为后记。

五、本志上限，从1953年平顶山煤田勘探开发时记起，有些章节上溯到事物

的发端，下限1995年。

六、本志所有数字，以中国人民银行平顶山分行调统科资料为准，未进统计

序列的数字，采用专业行(司、社)的统计数字；金额记述以元、万元、亿元为单位。

七、本志记述范围，以1995年平顶山市行政区划为准。建市前称平顶山矿

区，建市后称平顶山市(1964—1968年称平顶山特区)o 1982年以后，凡使用“平

顶山市”或“全市”时含新华区、卫东区、郊区、西区和舞钢区o 1984年后，含鲁山

县、叶县和宝丰县o 1986年后，含汝州市、郏县和襄城县。

八、本志的称谓，组织机构第一次出现时写全称，以后简称；人物第一次出现

时冠以职务，以后直书姓名。

九、本志附编汝州市、舞钢市、宝丰县、郏县、鲁山县、叶县、襄城县金融概况，

纵述始未，横排门类，志之梗概。

十、本志人物篇，循志书通例不为生者立传。对金融事业有贡献的已故人物

写传略；处级领导予以简介；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省部级以

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列名表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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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平顶山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地处伏牛山、外方山东部余脉与黄淮平原交接

地带，中心市区建在平顶山南麓。全境东西长150公里，南北宽140公里，总面

积8 802平方公里。总人口538．8万人。辖汝州市、舞钢市、宝丰县、郏县、鲁山

县、叶县、襄城县7县(市)和新华、卫东、湛河和西区4个区。

平顶山市因煤而立，以煤而兴。1953年，开发平顶山煤田被列为国家“一

五”重点建设项目。平顶山的金融事业随着煤炭资源的开发和城市建设的发展

而逐步发展起来。当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行)叶县支行派出服务

组为煤炭地质勘探提供金融服务o

1956年，始建人行平顶山矿区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平

顶山矿区支行和保险营业所o 1957年建市后，金融业务逐渐发展。当年，建行

平顶山市支行经办财政拨款2 981万元，支持矿务局二矿、三矿相继建成投产，年

设计生产能力51万吨。年末，银行各项存款余额278万元，各项贷款余额458

万元。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浮夸风泛滥，存款增幅

大、水份多，贷款增势猛、效益低。1959年，基建投资1．08亿元，比1957年增长

2．6倍；工商业贷款余额5 037万元，比1957年增长11倍；各项存款余额1354万

元，比1957年增长38倍。国民经济调整期间，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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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国民经济逐渐好转，

金融工作恢复生机。至1966年底，共经办财政拨款3．23亿元，支持平顶山矿务

局建成10对矿井，年设计生产能力624万吨，煤炭基地初具规模o

“文化大革命”期间，金融工作的作用被贬低，银行工作制度遭到破坏。农村

信用合作社的干部大批下放，影响了金融业务的正常开展。大部分工商企业贷

款被挤占挪用，不少农业贷款死滞沉淀。但是，期间国家在平顶山陆续兴建一批

大中型骨干企业，基本建设投资逐年增加，银行业务仍保持着发展势头。到

1976年底，国家基本建没投资累计13．19亿元，工商业贷款余额达1．26亿元。

在工业贷款中，煤炭工业贷款占74．34％，全力支持平顶山矿务局建成12对大型

矿井，年设计生产能力达1 022万吨。同时还重点支持电力建设，平顶山电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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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装机容量2 X 5万千瓦，姚孟电厂1号机组30万千瓦／时投入运行，并网发

电，当年发电量16．66亿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顶山市的金融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

——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体系初步形成。1979年，建行平顶山市支行

建立县以下分支机构，增强了银行职能，扩展业务范围o 1981年恢复农行平顶

山市支行、保险公司平顶山市支公司。1984年底，中国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

行)平顶山市支行从人行平顶山市支行中分设，人行平顶山市支行改称人行平顶

山分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o 1988年，建立中国银行(以下简称中行)平顶

山支行，并相继建立了市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初

步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补

充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至1995年末，全市各类金融机构发展到1 669家，其

中：工行平顶山市支行246家，农行平顶山市支行274家，中行平顶山支行46

家，建行平顶山市支行195家，保险公司平顶山市支公司62家，城乡信用社和信

托投资公司等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892家o

——拓宽筹资渠道，引入竞争机制，壮大了信贷资金来源。各金融机构之间

业务适当交叉和合理竞争，服务态度和服务方式不断改善，促进了存款业务的发

展。到1995年底，全市各项存款余额79．29亿元，其中：企业存款占26．5％，农

村存款占0．3％，财政性存款占3．O％，储蓄存款占67．8％，基建存款占2．4％o

——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扩大贷款范围，支持企业发展。在工商业流动

资金贷款管理中，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原则，牢固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

的意识，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调整贷款结构，优化贷款增量，

活化贷款存量，使有限的信贷资金向优势企业倾斜，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也

使信贷结构得到了优化，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业信贷工作以

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大力支持农村商品生产，在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方面做

出了突出贡献。在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40年的发展，平顶山市已由

单一的煤炭工业城市发展成为以能源工业为主体，煤炭、电力、钢铁、轻工、化工、

纺织和建材工业综合发展的新兴工业城市o 1995年底，国家银行各项贷款

82．21亿元，其中：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占61．8％，农业贷款占8．0％，固定资

产贷款占22．2％，其它贷款占6．O％o

——扩展了保险业务范围。1981—1995年，共开办财产保险、农业种植养殖

保险、涉外保险、人身保险四大类别89个险种，承保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并进入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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