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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监事会领导班子成员在研究工作

庆祝建党78周年，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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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周口市城市信用社志》是仝

省乃至全国目前已知第一本城市

信用社志书。它记述了周口市城

市信用社近20年来的发展历史。

它的问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古往今来，各历史时期都十分重

视志书的编纂，盛世修志，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为此，我表示

衷G的祝贺!

二十年来，周口市城市信用社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由14人发展到1培人。资产由初建时期的1000多

元，发展到拥有净资产1500多万元。积极吸收存款。

有效地发放贷款，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建设，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

全社职工的智慧，渗透着职工的汗水。这些丰功伟绩，

诚当汇入史册。在这近二十年的城信发展过程中，既有

成功的经验，也有应汲取的教训。《周口市城市信用社

志》把市城信社的发展过程、重大事件、主要活动、经

验教训等真实地记录下来，达到了保存史料，鉴往知令

的作用。

修志是一项开拓性、探索性的系统工作。在志书的

编写过程中，由于存档资料缺乏，给编纂工作带来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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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我社参与修志的人员，特别是范翠萍同志不辞劳

苦，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夜以继日，辛勤劳

作，孜孜不倦，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修志过程中查阅了

大量档案资料，走访了许多老领导、老同志。通过借

印、借抄各金融单位资料，搜集了100多万字的珍贵资

料。历经寒暑，数易其稿，精益求精，终于完成了这部

具有城信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城信社志，不仅为周口地区

城信事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填补了区

内、省内一项空白。而且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两

个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地区史志办公室同志的

审核指导和帮助，地、市级人行和联社也给予了大力支

持，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时间

紧、任务重，又是首次修志，水平有限，难免疏漏，恳

请批评指正。

周口市城市信用社主任高豫杰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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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周口市城市信用社志》为金融企业部门志。编纂中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

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1981年市人行信用部筹建之初。下限至1998

年底，大事记至1999年底。

三、全志概述冠首，下设大事记、机构组织沿革、存款业

务、贷款业务、人事管理、出纳会计财务管理、监督管理、安全

保卫、固定资产管理、跟踪收贷与依法收贷、人物、分社简介，

共12章。章下设节。另设重要文献，报刊附录，不入章，以保

存市城信社各时期发展的重要文献资料。

四、本志除引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记述采用顺

叙法。述、记、志、图、简介、表、录综合运用，以志为主。力

求达到通俗易懂、层次清楚。

五、机构、职务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此后多用简称。

六、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和符号以国务院1984年2月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为准。

七、大事记以时系事，取编年体与记事本末相结合的体例，

以编年体为主。

八、对人物采用简介、列表、录等方式入志。

九、本志资料来源：以本社、市人行、地区人行等现存档案

及本社和各级人行、工行、联社、地方党政机关所发文件为主。

有关杂志、报道、通讯、口述、笔录等资料，经考证核实无误后

也予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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