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圜髑目一Ⅲ

J

H沪H．J

h矿忾

J

H多7儿．J

h．矿R

J¨几，屏～一～．●J

Ln．九矿危

TJ

U几rf

L儿．J

L¨．矿丘儿

TJ

U几口纩U几．J

k¨．矿只儿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吉林省舒兰县支行现址：舒兰大街47号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吉林省舒兰县支行1985年行领导班子全体成员

争影：盂广勒(左)、张军(中)、吕汞发(右)。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吉林省舒兰县支行行志编纂领导小组全体成员
合影：孟广勤(前排左)、张军(前排中)、吕示发(前排右)，刘
庆举(后排左)、刘银河(后排中)、张公福(后排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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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兰县建行意》，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党

的7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以舒兰县建设银行的业务活动为主线，扼要地记述了中国人民建

设银行吉林省舒兰县支行的建立、发展及其活动的全过程。

《舒兰县建行志》，是在建设银行舒兰县支行行志编纂领导小组

的直接领导下，在县史意办公室的指导下进行的。行意领导小组由张

军、孟广勃、张公福、刘庆举、吕汞发五同志组成。由王吉安、盂广

勃两同志负责编写任务。舒兰县建行的修志工作，于1986年8月份开

始，经过必要的准备之后，开始拟定篇目、搜集资料、整理材料、起

草等工作，到攻牟八月脱镐。其间查阅了省、市建行文件档案，省财

政厅财务会计档案，县统计局统计资料，档案局和本行各时期所存的

文件及资料档案，共124卷，文件3，144份。同时还召集了一部分畲在

县建行工作过的老同志座谈会，搜集抄录资料194份，约28万字。 基

本达到了“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的要求。起草时采取由负责编写人

员分题执笔，交换核稿的办法进行，最后由支行行务扩大会议，共同

讨论审定初稿。在编写中，我们始终坚持了“存奠求实”的方针，道

言其事，不加褒贬。

《舒兰县建行志》，除前言、概述两篇文章舛，包括建置沿

革、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建设拨款、更新改造资金管理、施工企业财

务管理、基本建设信贷管理、经济调查、建行会计和统计、大事记述

等尢章二十九节，约4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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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限：上限1958年，下限1985年来。

文内表列各项数字，除采用县统计局一部分统计资料外，其余均

取之于省财政厅，市行及本行会计档案。其各项数字的具体来源，详

见表后注明。
‘

在编写过程中，省、市、县有关部门，本行各科和一些同志，积

极提供资料，介绍情况，给予了热情而有力地支持。在此，仅对这些

部门与同志表示澡溧的谢意l、 、

编写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对于借鉴历史，服务现实，造福于后人意

义重大，是一项十分严肃而认莫的工作。由于我们永平有限，加之有

些重要资料，在“文革’’期间散失严重，记述不尽恰当，内容不尽完

备，误漏在所难免，恳请大索提出批评意见。

《孟广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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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兰县建立于清宣统二年(舔元1910年)，位于吉林省东北部，

同黑龙江省五常县接壤。，境内自然条件很好，东部半山区，有栋有

田；西部沿松穆江，土地肥沃，是全县重点产粮区，地下蕴藏藿大量

煤炭、粘土等矿藏资源，对于发展采矿业和多种经营生产，有着无比、

的优势。

。建国以来，国家对舒兰县的经济建设给了饭大的重视，除了重点

的发展与开采煤炭工业企业外，对省、市、县地方企业也给了大量的

投资，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据统计，1949年--1985年，全县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已达39，984。5万元，新增固定资产21，480．4万元，固定资

产交付使用率252．7％。全县从刚解放时仅有的几户小厂和作妨(系。

解放时接收敌伪财产)，发展到现在，除了巴建成生产煤炭魄大型企

业一舒兰矿务局外，还建成了省属水曲柳粘土矿、市属舒兰纺织厂、
舒兰微型车轮厂、水曲耐火材料厂、上营森林经营局，县属化肥、水

泥、粘土、汽车吊、通机、造纸、制鞋、制砖、制氧、削酒、制药、刺

帽等工业企业，而且技术设备比较先进，生产门类比较齐全。同时，

国家为发展农业，刊用县内充足的水利资源，大量地兴修水剩，防洪

治涝，扩大灌溉面积，发展农村电力，建立示范农场。现在建成的有

全省闻名的亮甲山水库，舒兰灌区，还有沙河、新安、小城、响水、

太平等大中型水库。亮甲山小型发电站，平安更种场，法特农场等。

这些农业工程，都为发展舒兰农业，增加粮盒产量，瑁加农民收入，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7，448万元，此

l啦9年的2，988．9万元，增加了15．9倍，其中工业总产值25，029万元，



增长7"80倍，农业总产值22，419．8万元，增长了8．4倍。

舒兰县建行成立28牟来(包括县财政税务局基建财务股)，一遵担

负着组织供应和监督管理基本建设、更新改造资金的任务。1958年一f

1985年，县建设银行经办的基本建设、更新改造等各项资金总额达

26，000万元。在基本建设拨贷款和财务管理工作中，县建设银行按照

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计划，正确行使财政和银行职能，及时组织供应

建设资金，监督扰行国家计划，合理使用建设资金，对发展舒兰县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基本建设拨款和放款作为一门专业问世，拜由国家设立专业银行

来管理，+是新中国诞生以后，社会主义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产

物，它随着国民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I：不断地进步帮窘善o

建国初期，国家基本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改造二些滴有的生

产企韭，所需的基本建设资金，、经政府批准后，直接由人民银行拨交

各主管部门，下达各建设单位，缺少一定的拨付和监督制度，建设资

金和生产资金相互挪用的现象时街泼生。

、为了加绩基本建设投资的计划性，正确合理地使用资金，1950年

12月1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决算制度、予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

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这时人民银行总行受国宝财政部的委托，指

定负责管理公私合营企业公股公产的交通银行，倌为办理基本建设拨

薪的专业银行，在东北区称为“东北区基本建设投资银行’’。当时吉

林省亦成立了“东北区基本建设投资银行吉林省分行，，。舒兰县没有

建立支行。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于1954年9月，由政务院：

决定建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负责管理国家用于基本建设予算拨款和

企业机关等用于基本建设的囱筹资金，同时根据崮家批准的信贷计



划，对施工企业发放短期贷赫。同年10月1乳吉林省又将原“东北

区基本建设投资银行吉行省分行修改称为膏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吉林省

分行’’。相继吉林地区的蛟河、桦甸等县及吉林市分别成立了建设银

行支行。这时舒兰县基本建设的主要任务，。还是恢复和发展旧有企

业，由国家投资新建企业只是剐剐起步，投资额很小，因此，舒兰县

仍然没有建立建设银行机麴。但是达时基本建设投资拨款，由人民银

行直接拨付，已改为由县财政科负责审查办理。

1958年，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之后，国家提出耍大力开

采舒兰境内吉舒、东富一带地下煤炭资源，于是成立了舒兰煤田筹备

处，县里提出要栏截松花江水，提水灌溉，于是汞舒榆灌区(现称舒

兰灌区)开始筹建，其宠一些厂矿也都纷纷上马兴建。这时国家给予

舒兰的基建投资极巨瑁加，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加强对基

本建设投资拨款的管理，己十分需要。此时，经省财政厅I司意在县财

政税务局内设立了基建财务股，配备了专职干部，专门负责这项工

作。实际是舒兰县建设银行的成立的过渡阶段。、·

此间舒兰县还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在基

本建设中实行投资包干的规定，积极推广了这一制度改革。县政府主持

在舒兰矿务局召开了基本建设实行投资包干的经验交流会，会上，舒

兰矿务局介绍了实行投资包干的经验，．县长牛正勤到会作了报告，县

财政局副局长王吉安作了会议总结发言。会后，舒兰县基建投资包干

工作，进一步全面展开。投资包干零来是调整生产关系，实现权责下

放，权责结合的一种偿试，宅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围绕整个基

本建设管理工作一系列制度、章法，i浸有配套和落实，使投资包干来

能得到有效的推行。， ，，

1959年，舒兰县建设银行粤P正式成立，但是，仍同县财政局合署

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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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蓥，对肄擗兰浆蠲牌子(财政、褫务、建释》，这个对期建设银杼

的财鼓积靛得劐了一定发挥，舒釜县的基本建设拨j赫管理开始上

路。 ：’‘
“

r

l。 ，

⋯。19518年初，出现了霹民经济奎面高涨的形势，接踵丽至，兴起了

“美跃进’’运动，使得以高指标、培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

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这种形势当时也影响到了舒兰县。汞舒榆

灌区当时就是属于对设计规划考虑不周，贪大求洋而盲目上马的，结

果从1958牟_：拜-始筹建，至1961年国家共投资931．3万元，浸见效益，

于1962年终圆国家财力物力承受不了丽下马停建。

。1962宰1月，‘”鬻或部。戆黠亨基}糕麟整援囊在三年“大跃进”
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按基零建设计蝌、按鹫暮’枣雾瀵基零建谶程
序和按工程进度拨薪的“四按’’原则，同年3月19日，县建行单独分

设，i溺时撤销了财政局内的基建财务股，’整个的基本建设拨贷款，审

查谬溪决)算，管理施工企业财务等业务，都由建设银行单独办理。

建行业务归省分行垂直领导，党政由当地党委、政府领导。这一时期，

县建行的业务旮便大发晨，工作量宥很大瑁加。1958年一1962埠第二个

五年计划期间，，仅建杼经弼的基本建设计划投资印达8，039．2万元，每

车监理的户数都不下二、三十户，19'6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出《关于加骥基本建设拨薪监督工作的指示》，再次强调了露四

按矿羧教原则，强调审查予算，同时决定加强建设银行爵税捕。根据．

达一指示，县变行除了继续对国家批准的基本建设投资拨’款加浊管理

监督外，还圈绕着经济调整，靓合有关部门清理牲建工程，清理拖一

欠贷薪，处理积压悬囊，加强予算审查，掾助施士企业管好财务，给

施工企业发放短期贷款。1966年受省、‘市、县财政的委托，述首坎发

放了免总支农赞薪26万婆元，支援了小型农衡永剩建设。在此期闻，
4



建设银行的作用得到了银好的发挥。

： 1967年3月8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舒兰县以县人民武装

部为首的，成立了舒兰县生产指挥部，内设综合、政工、农林永、工

交财贸四．个组，同时，县人委各职能部门全部处于瘫痪状态。作为政

府职能部门的建设银行，此时虽然浸有明文宣布撤销，其业务也浸有

交给县生产指挥部菜个组办理，但是，由于‘‘文革’’的干扰，建设银

行的干部也只剩两个人应付门面，其余人员开始是参加战斗队闹革

命，后来都随县委、县人委干部去新安“五、七打干校参加斗批

改。 ．

。

j，博鹋年1月，省革委会决定撤销建设银行机掎，其业务饼入县人

民银行。这献民银行把基本建设拨帮，只当成一般业务处理，设一
小摊配三个人负责这项工作。“文能犬革命扩一开始，计埘、物资、

财政盼管理体狲受到很大的冲击，封处浊调放权，基本建设战线越粒

趱长，又不讲基建程序，．到‘处摘“三边静(印逸设计、边施工、边生

产)，．结果是进度缓慢、，质量下降，导致出不少“半拄予弧工程， 靠萌

子’’工程。在管理工作方面，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和财经纪律被视为

“管、卡、压”而被冲击，建设银行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受到批

判，加之，办理这项业务的人员少，建设单位要钱就拨，没钱就耍，

不讲经济核算，不讲效釜。结果造成投资“犬敞口’’，拨款’“大搬

手静，施工吃“犬锅饭”的混乱局面。

鉴于全国各地普遏存_在此类情况，197】=年奎国基建财务会议要求

各地耍健全基建财务机扮，加强基建拨款工作，1972年国务院足

决定恢复建设银行机扮。很快省、市建行恢复起来。舒兰县建设银’

衡卷于1973卑1月．1日正式恢复办公。办公地址设在人民银行《现互

商银行)_楼下。县建行恢复后，开始抓了队伍建设，将一些过去管在



建行工作过的、熟悉业务、思想好。王作好的同意，，陆续调回建行，

掸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展弗支。帮、促骨。工作开晨得

比较扎实深入r但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和1975年的“反击右

倾翻素风"，使刚刚理出一点头绪的基建拨贷款管理工作，再次受到

冲击。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茧命’’十年中，国民经济遭到了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达十年，建设银

行的工作和其他经济工作一样受到了严重挫折。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

救了革命，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党的工催重点转穆到社会圭冀霭传熊建设上来，i建竣银行、

妁工作，职能得到了全面盼恢复，誊鬟蚕赣撅瓣謇篷鋈淀蹙篱熟糕懑藩凄熏∞
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建设拨款管理工作鲰撼甓孓

中，在指出了今后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将大大=l鲁I加，管好用好这笔巨

额资金，对于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重大达一重

耍性之后，提出应“采取有效措施，加紧整顿和加强基本建设的管理

工作"。具体要求： “各级建设银行必须把基本建设和挖潘改造的拨

款全面管起来，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在财政部向国务院的报告

中，又进一步提出：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一切

基本建设资金必须通过建设银行监督拨付的规定，，今后，不论国家

用于基本建设的予算拨款，还是各地方、各单位、各部门用于基本建

设的各种囱筹资金，一律在建设银行专户存储，由建设银行监督拨

付"。据此，县建设银行配合有关部门，对基本建设进行了整顿r加

强了基建台筹资金管理，加强了予算审查，开展了清理在建嗫，取。。清

理库存物资，清理财务的工作。同年国家建委、财致部(7盼建发施

字第98号关于印发《施工企业经济核算暂行办法》等三个文件下发



后，县建行还协助旄工企韭狠抓财务管理、进行经济分析、加汝经彝

核算、降低成本，‘努力扭亏增盈，拜对更新改造资金开始进行管理o‘

1979．牟，党中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搿调罄、改革、整顿、提

高”的方针，围绕达一方针，县建行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了清理在建项

目l处理停缓建工程的工作。1982-年处理了上营森林经营局纸浆厂的

停建问题，清理各种设备物资，为国家收回资金51，075．00元。

1979年8月2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建委、财政部‘关于基

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的报告，的通知》，指出： “基本建设投资

试行银行贷款的办法，是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符合按

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应当认真组织试

点，从中总结经验，积极创造条件，稳步推广’’。1980年，根据全国

各地前段试点经验，国务院决定：全面推行拨款改贷款，要求建设银

行把固定资产管好用活，努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还要求建设银行努

力学会用银行的办法办银行，吸收固定资产领域里的闲散资金，组织

发放贷款。建行的任务日趋繁重j银行职能得到加强，机构性质，隶

属关系都有变更。同年3月26日省革委会决定： g将省分行改为厅局

一级单位”。

1982垂3月，省分行为了更好地发挥基层行促进生产的作用，管

以(82)建银吉地字第50号文，印发了《地区小额贷款管理办法》和

下达地区小额贷款指标的通知。对小额贷款的对象、条件、期限、利

率等作了规定，拜首次分给舒兰县建行20万元小额贷款指标，由县

行掌握周转使用。搞活了建行业务，有效地促进了地方工业生产的发

展。同年，县建行还开展了商品房贷款工作，蛰J1985年连续四年共发

放商品房贷款197万元，．对改造1日城镇，支援佳宅楼建设， 缓和舒兰

镇居民佳房紧张状况，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

7



1983年，省分行根据国务院国发<83)70-叛：件精神，‘决定：对
建行所有干部实行系统管理。从此，建设银行的工作穷镑任务、狻薰

和贷薪计划、资金调拨、会计核算、基本建设、业务规章刹度以及机

构设遥、人员编制、劳动工资、干部管理、教育规划等，都由总行、

省分行负责管理，地方委托办理的业务和政治恩想工作等，由地方人

民政府负责管理，并且监督检查建设银行对全年政策的贯彻执行情

现。此间，县建行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配合各有关部门，狠抓

，了压缩基建投资，控制基建规模的工作。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贾襁执行对内恭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全国

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高潮，建设壤稽律为。夺经羲组鳃卷螽藏

面也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同年12月14日，’圈家计委、：’+掰遵剿寨誊建

设银行总行联合下发《关于国家予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

贷薪的暂行规定》，规定提出： “根据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政府

工作报告》决议的精神，为了有偿使用国家财政资金，提高经济效

釜，决定从1985车起，凡是由国家予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财

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 (简称拨改贷)。同年12月18日建设银行总

行印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更新改造措施贷款办法》，同时，对施工

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及其它方面的贷款也都作了一些新的规定。迭酎县

建行对信贷工作作了大量工作，除了广泛开展存薪放薪的宣传工作

外，具体的组织部门、企业存款，还发放了一些新的贷赫，。1985年

度，县建行车来存款达486万元，全年发放各种贷薪960．8万元，其

争基本建设拨薪改贷款．204．2万元，施工企业流动资金贷薪501．7万

元．；_英宅贷款254．6万元。是县建设银行成立以来发放贷薪最多的一

年。此间使建设银行的银行职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这·时期，县建设银行的工作在全国经j擀剁改革的推动下，发
展很快，不仅基本建设管理工作日趋完善和科学化，而且还通过经济

体剁改革赋予了不少新的内容，加强管理，搞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建

行威望不断提高，工作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赞扬。

舒兰县建设银行成立至今，己有28年的历史，其间几经摔打，依然

曲折前进，。不断壮大，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实践证明，建设银行担

负财政和银行的双重职能，是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创举，宪

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和监督作用。

孟广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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