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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应城市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应城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应城市支行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应城市支公司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应城化工区专业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应城市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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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市金融志编委会成员

应城市金融志编辑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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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池合作训练班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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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工作是全党抓好两个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修志是我

国的优良传统，历代各地就曾经多次修志，现在是我国自建国以来最好

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编修一部社会主义金融志，对于弄清我县

金融业的历史和现状，摸索工作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实现银行

工作现代化管理，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金融与经济是紧密联系的，它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

的。应城有丰富的地下矿藏，水陆交通便利，历来经济比较活跃，金融

业发展较早。应城石膏的开采与岩盐的熬制历史悠久，金融业也随着膏

盐的开发而不断发展。早在明代，应城就有典当业，清代更为普遍。

1906年，湖北官钱局在应城县设置官票代理兑换店，随后钱庄钱铺，农

业仓库、银摊银号、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行业相继出现。这些旧式金融

业，虽在一定范围内起了资助商人，促进贸易、繁荣市场的作用。但它

主要是通过货币，信贷活动，投机钻营，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因而也就

成为新的生产力的障碍，发展商品经济的阻力。1937年创办的汤池农村

合作指导员训练班，是应城金融史上光辉的一页，它不仅培育人才，重

振合作事业，发放农业贷款，发展农村经济，而且借训练合作指导员名

义，达到了为鄂中开展抗日游击战培训骨干，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开展抗日的群众运动。建国后，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尤其突

出，本县金融业对于应城经济的发展，应城的建设和服务人民生活等方

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四化”建设时期，金融部门在组织资金，

支持生产发展，在管理经济，改革技术中起着经济扛杆作用。为了总结

历史经验，找出金融工作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规律，我们编纂了这部

《应城县金融志》，使它能起到“资治、教育、存史"的作用。

《金融志》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属于行业性质的志书，是专业



性、系统性比较强的专著。奴应城县金融志》是我县历史上第一部记述

金融事业活动的々志，据实志事，较为详细地记载了1882年至1985年应

城金融业发展变化的情况。这部志书的编纂，填补了应城历次分志中金

融史的空白。

《应城县金融志》是从1984年6月开始，由县人民银行牵头，各专‘

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组织力量编写的。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针，本着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反映应

城县的金融面貌。力求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语言通顺，特

点突出。由于我们的史志学识肤浅，理论水平、业务水平、写作水平有

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但是，《应城县金融志》的史志资料，必将与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起，流传后代，光昭百世。

王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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