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和
-_■__，岭?

口f{山县金融、／●。，■■—●

，。；

，、●__一∥一，米



京山县金融志

地 方丛书

京山县金融志编纂领剐、组



京山县金融网点分布阁



组长。

副组长：

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干雀巡_L下／、

朱源宏

刘继安

寇先清

胡德泽

裴庆华

陈克章

主任。

副主任。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中国人民银行京山县支行行长

中国1商银行京山县支行行长

中国农业银行京山基支行党委书记

中国农业银行京山县支行行长

中国人民建设锯行京山县支行行长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京山县支公司经理

中国人民银行京山县支行副行长

修志办公室

助理编辑。

高益谦

田官钦

陈毓才

徐容芳

陈克章(兼)

许显贵

王启勋

许显贵

刘学模屈光旭 易兴家 王国明

李太运许显贵王启勋

段家富熊贵东张耀德

参加评审会人员名单

荆州地区金融志力公室顾问

荆州地区金融志办公室主任

荆州地区金融志办公室编辑

荆州地区金融志办公室编辑



组长。

副组长：

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干雀巡_L下／、

朱源宏

刘继安

寇先清

胡德泽

裴庆华

陈克章

主任。

副主任。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中国人民银行京山县支行行长

中国1商银行京山县支行行长

中国农业银行京山基支行党委书记

中国农业银行京山县支行行长

中国人民建设锯行京山县支行行长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京山县支公司经理

中国人民银行京山县支行副行长

修志办公室

助理编辑。

高益谦

田官钦

陈毓才

徐容芳

陈克章(兼)

许显贵

王启勋

许显贵

刘学模屈光旭 易兴家 王国明

李太运许显贵王启勋

段家富熊贵东张耀德

参加评审会人员名单

荆州地区金融志力公室顾问

荆州地区金融志办公室主任

荆州地区金融志办公室编辑

荆州地区金融志办公室编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组长。

副组长：

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干雀巡_L下／、

朱源宏

刘继安

寇先清

胡德泽

裴庆华

陈克章

主任。

副主任。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中国人民银行京山县支行行长

中国1商银行京山县支行行长

中国农业银行京山基支行党委书记

中国农业银行京山县支行行长

中国人民建设锯行京山县支行行长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京山县支公司经理

中国人民银行京山县支行副行长

修志办公室

助理编辑。

高益谦

田官钦

陈毓才

徐容芳

陈克章(兼)

许显贵

王启勋

许显贵

刘学模屈光旭 易兴家 王国明

李太运许显贵王启勋

段家富熊贵东张耀德

参加评审会人员名单

荆州地区金融志力公室顾问

荆州地区金融志办公室主任

荆州地区金融志办公室编辑

荆州地区金融志办公室编辑



朱正平

赵书亚

黄述振

彭祖风

黄益山

王国齐

张羽如

张继怛

齐义生

王章龙

龚汉庭

吴声元

中国工商银行荆州地区中心支行干部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荆州地区中心支公司干部

京山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京山县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钟祥县金融志》编辑

《钟祥县金融志》编辑

《江陵县金融志》编辑

《松滋县金融志》编辑

《公安县金融志》编辑

《天门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天门县金融志》主编

《石首县金融志》编辑

审稿J定稿人

王华兴陈克章朱源宏刘继安

寇先清胡德泽 潘友勤裴庆华

周永兴



朱正平

赵书亚

黄述振

彭祖风

黄益山

王国齐

张羽如

张继怛

齐义生

王章龙

龚汉庭

吴声元

中国工商银行荆州地区中心支行干部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荆州地区中心支公司干部

京山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京山县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钟祥县金融志》编辑

《钟祥县金融志》编辑

《江陵县金融志》编辑

《松滋县金融志》编辑

《公安县金融志》编辑

《天门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天门县金融志》主编

《石首县金融志》编辑

审稿J定稿人

王华兴陈克章朱源宏刘继安

寇先清胡德泽 潘友勤裴庆华

周永兴



序

考古今沿革，觇园俗，知理乱，究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救

时政之阙失，研究经济之荣枯。于国则有史，于县则有志。地方志素有

“鉴往”、“识今，，和“资治"、“教化"之功能。我国历代都曾有修

志之举。名家论志；记一方之事，包罗万象，涉政治、经济，溶天

文、地理。

货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里程碑，货币是民族演进历史的一部分，

金融银行业是经济活动的枢纽，它能敏捷地综合反映经济的兴衰，时

局的安危。然而，在旧方志中记述金融业却前无墨者。为继承我国优

良的文化传统，补史之缺，党和国家领导人热心倡议用新观点、新方

法、新材料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我县金融志编纂工作在县委、县政

府和上级行(司)的领导下，在县财办、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人、

工、农三行抽派力量组成专班，走联合修志之路，编辑室的同志不畏

艰难，学习夕}地修志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广征博采，收集资料，明

其源流，鉴其真伪，勤奋笔耕，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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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系统地记述了清朝末年到

l 9 8 5年京山县金融机构和金融业的活动。本志书在编纂过程中，

还得到了有关单位和有关领导和同志的热忱支持，这也是志稿质量得

以保证的一个重要因素。《京山县金融志》付梓问世·可谓是一件大

喜事。这里，谨向热忱支持我县金融志编纂工作有关单位、领导和同

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纵观志书，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取博择精，突出反映银行运用信贷和利息杠杆，支持工、农



业生产的发展，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加强信贷货币管

理，促达国民经济凋整；积极进行改革，探索银行建设的正确道路。

通过探索和实践，确认经挤是源，金融是流，遵循从经济至lJ金融，再

从金融到经济的原则，加强金融对经济的渗透力，即经济决定金融，

金融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银行通过信贷、结算、现金出纳和经济信

息四个中心，交相为用，密切配合，对京山的经济建设起到了支持、

调节、监督和引导的积极作用，促进其经济卓有成效、良性循环地全

面发展。 ，

本书还用一定的篇幅记述了革命根据地金融业的发生和发展。它

是区别于任何历史时期的、由党领导的、人民自己的新型的金融事

廿。革命根据地银行成立后，就肩负起支持革命战争，’。调节货币流

通，促进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历史使命。

新编《京山县金融志》，反映了时代、地方和行业特点，提供了

可供信赖的存史资料，使前所有稽，后有所鉴。它对于京山当前的金融

体制改革和未来金融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必将同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起，光，照百世、辉炳千秋!

一_4——

《京山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
王华兴

中国人民银行京山县支行行长

---％,sk．st,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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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构存款状况⋯⋯⋯⋯⋯⋯⋯⋯⋯⋯⋯⋯⋯⋯一1 6 6

社员存款状况⋯⋯⋯⋯⋯⋯⋯⋯⋯⋯⋯⋯··⋯⋯⋯·1 6 7

集体存款状况⋯⋯⋯··⋯⋯⋯⋯⋯⋯⋯⋯⋯⋯⋯1 6 8

贷款⋯⋯⋯⋯⋯⋯⋯⋯⋯⋯⋯⋯⋯⋯⋯⋯⋯⋯⋯·1 6 9

社员个人贷款⋯⋯⋯⋯⋯⋯⋯一⋯⋯⋯⋯⋯⋯⋯⋯1 6 9

集体农业贷款⋯⋯⋯⋯⋯⋯⋯⋯⋯⋯⋯⋯⋯⋯⋯··I 7 3

信用社历年贷款发放、收回统计表⋯⋯⋯⋯⋯l 7 5一l 7 6

社队企业贷款⋯⋯⋯⋯⋯⋯⋯⋯⋯⋯⋯⋯⋯⋯⋯⋯1 7 7

信用社历年社队企业贷款发放、收回统计表一⋯⋯l 7 8

核算⋯⋯⋯⋯⋯⋯⋯⋯⋯⋯⋯⋯o⋯⋯⋯⋯⋯⋯⋯··1 7 9

财务管理⋯⋯⋯⋯⋯⋯⋯⋯⋯⋯⋯⋯⋯⋯．⋯⋯⋯．．i 7 9

盈『亏处理⋯⋯⋯⋯⋯⋯⋯⋯⋯⋯⋯⋯⋯⋯⋯⋯⋯⋯1 8 1

信用社历年发展情况及盈、亏统计表⋯⋯⋯⋯⋯⋯1 8 2

代理业务⋯⋯⋯⋯⋯⋯⋯⋯⋯⋯⋯⋯⋯⋯⋯⋯⋯⋯1 8 3

信用社历年代理银行放款统计表⋯⋯⋯⋯⋯⋯⋯⋯1 8 4

农村信用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 8 5

麦

章节

、

、

；

、

、

、节

、

、

：

、

。节

、

、；

、

：

．

附

I

一

一

二附

1

2

3二

一，二附三附三

一

一一附三附录

晰

雌榔一、1，阮

k致钆耥一、，1f眦：～阢耥一、一一眦：一陬腻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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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会计出纳⋯⋯⋯⋯⋯⋯⋯⋯⋯⋯一二⋯⋯⋯⋯⋯⋯⋯J 9 3

核算⋯⋯⋯⋯⋯⋯⋯⋯⋯⋯⋯⋯⋯⋯⋯⋯⋯⋯⋯⋯1 9 3

结算⋯⋯⋯⋯⋯⋯⋯⋯⋯⋯⋯⋯⋯⋯⋯⋯⋯⋯⋯⋯l 9 6

现金出纳⋯⋯⋯⋯⋯⋯⋯⋯⋯⋯⋯⋯⋯⋯⋯⋯⋯⋯2 0 0

代理业务⋯⋯⋯⋯⋯⋯⋯⋯⋯⋯⋯⋯⋯⋯⋯⋯⋯⋯2 1 0

财务状况⋯⋯⋯⋯⋯⋯⋯⋯⋯⋯⋯⋯⋯⋯⋯⋯⋯⋯2 11

县人行财务状况⋯⋯⋯⋯⋯⋯⋯⋯⋯⋯⋯⋯⋯⋯⋯2 1 2

县农行财务状况⋯⋯⋯⋯⋯⋯⋯⋯⋯⋯⋯⋯⋯⋯⋯2 l 3

县工行财务状况⋯⋯⋯⋯⋯⋯⋯⋯⋯⋯⋯⋯⋯⋯⋯2 1 3

县建行财务状况⋯⋯⋯⋯⋯⋯⋯⋯⋯⋯⋯⋯⋯⋯⋯2 1 4

大事记⋯⋯⋯⋯·⋯⋯⋯⋯⋯⋯⋯⋯⋯⋯⋯⋯⋯⋯··2 1 5

政治荣誉⋯⋯⋯⋯⋯⋯⋯⋯⋯⋯⋯⋯⋯⋯⋯⋯⋯⋯2 1 5

出席重要会议⋯⋯⋯⋯⋯⋯⋯⋯⋯⋯⋯⋯⋯⋯⋯⋯2 1 5

上级行来县视察正作⋯⋯⋯⋯⋯⋯⋯⋯⋯⋯⋯⋯⋯2 1 5

先进集体⋯⋯⋯⋯⋯⋯⋯⋯⋯⋯⋯⋯⋯⋯⋯⋯⋯⋯2 l 6

先进个人⋯⋯⋯⋯⋯⋯⋯⋯⋯⋯⋯⋯⋯⋯⋯⋯⋯⋯2 l 6

技五之职称⋯⋯⋯⋯⋯⋯⋯⋯⋯⋯⋯⋯⋯⋯⋯⋯⋯⋯2 1 7

经济师、会计师⋯⋯⋯⋯⋯⋯⋯⋯⋯⋯⋯⋯⋯⋯⋯2 1 7

助理经济师、会计师⋯⋯⋯⋯⋯⋯⋯⋯⋯⋯⋯⋯⋯2 1 7

专业技术比赛⋯⋯⋯⋯⋯⋯⋯⋯⋯⋯⋯⋯⋯⋯⋯⋯2 1 7

重大经济犯罪和事故⋯⋯⋯⋯⋯⋯⋯⋯⋯⋯⋯⋯⋯2 l 8

经济犯罪⋯⋯⋯⋯⋯⋯⋯⋯⋯⋯⋯⋯⋯⋯⋯⋯⋯⋯2 1 8

重大事故⋯⋯⋯⋯⋯⋯⋯⋯⋯⋯⋯⋯⋯⋯⋯⋯⋯⋯2 1 9



概 述

京山县位于湖北腹地，北倚大洪山麓，南临江汉平原，东望省府

武汉，西通古城粼州，四界旷达，山丘平原俱全，是一个物资资源丰

富的好地方。

京山建立县治历史悠久。1938年11月，日军侵占京山。t939年，

李先念、陈少敏率部抗日，在京山开辟革命根据地。

由于京山的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政治因素等原因，构成京

山县独特的经济结构：历来农业以产水稻为主，从1983年起，连续三

年人均向国家售粮居全省之冠，是全国五十个商品粮基地县之一。林

繁竹茂，农副土特产品丰富多样，以品质优良著称。近年来，经勘探

发现还有铁、铜、锌等金属物及煤、石膏、云母、冰洲石矿等地F资

源，尤其重晶石矿产，品位在全省甚至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机械、

冶炼、纺织等工业体系亦初具规模。

但是，新中国建立前，由于统治阶级不为人民造福，天灾频仍，

农业产量低，工、商业极不发达，交通闭塞，山区资源得不到开发利

用，特别是日军犯境，战乱兵祸，蹂躏摧残，致使百业凋零，经济萧

条，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农民卖低买高生活极其贫苦”有的一遇天

灾人祸，全赖民间借贷，受高利盘剥。

193ti年以前，京山县无金融机构，市场货币流通完全处于自流状

态，金属币与钞票交替行使。清代币制承袭明代6清初以银两、制钱

并行，咸丰、同治年问，。恶性通货膨胀。溯清朝光绪七年(1881)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京山市场流通的货币有称量货币、历代制

钱、中外银元、铜币，湖北省官钱局发行舶官票，国民政府发行酶法

币、关金、金元券，日伪发行的军用票、，巾储券等。由于战争割媚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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