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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武具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部分成员

左起z魏明张延祥杜廷忠赵燕韵

陈利雄刘成章李宗武林顺时

‘平武县金融志》编纂人员

来祟福(方) 康之弘<中) 冯学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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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平武县支行工作用房

●中国人民银行平武县支行新办公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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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J·

平武是一个地域辽闰、人口稀少的山区农业县，新中

国建立以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金融业

十分薄弱}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

度日臻完善，生产力大解放，金融事业持续、稳步发展。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平武

的金融事业步入康庄大道，快马加鞭，不断前进，业绩昭

著，堪戟史册。基于这种认识，数年前曾有同仁倡议编写

‘平武县金融志》一书，因条件不具备，未能如愿。延至

1991年，始由平武人民银行出面，召集金融系统各单位负

责同志商讨，终于达成协议，建立了平武县金融志编纂领

导小组，修志工作得以进行。

‘平武县金融志》从收集史料到编辑成书，历时两年

零七个月，几经讨论，充实资科，反复修改，始得完成。

通观垒书，基本符合原定质量要求，资料翔实可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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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严，文笔简洁，从始至终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记述数十年来平武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

较好地反映了地方的特点和专业的特色。

这本志书虽有其特点，有其社会价值，是一部可供借

鉴的信史，但由于建国前大多数史料被焚毁，所存无几，

建国后的部分史料也是不齐不全，稽考甚难，以致本书对

个别重点时期的史实记载较为简略，实为憾事。

‘平武县金融志》出版问世，是平武金融战线值得庆

贺的事。除告慰为平武经济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金

融工作者外，并奉献给正在辛勤劳动的拿融工作者和关

心支持金融事业的人们。我们深信，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

下，前赴后继，不断开拓进取，必将在平武金融史上谱写

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平武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九四年四月



凡例 ·j·

一、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

法记述平武县金融事业的历史，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

和科学性的统一，使之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二、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依靠集体的智

慧，突出地方特点和专业特色，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

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记述时限：建国以来以1950年为上限，1990年

为下限。民国时期上限为1917年，个别记述上溯至清末

民初。

四、表述形式：以文字记述为主，横排纵写，纵横结

合，辅以纪、图、表、录，尽力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突出重点，简而不遗。

五、内容编排：全书除概述、大事记外，设十一章，

分章、节、目记述；部分章、节在正文前加小序，以说明

本文的含义和要点，便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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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纪年方法：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并用括号加注

公元纪年l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

称等，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

则甩简称．记述的地名，沿用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并

加注今名。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其名。如：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中国人民银行绵阳市分

行、中国人民银行平武县支行等常用单位，分别简称人行

总行、省人行、市人行、平武人行，‘余类推‘

八、货币计量：建国前以当时流通的法定货币为单

位，．建国后一律以1955年3月发行的新人民币(通称人

民币)为单位。发行新人民币前流通的旧人民币，记述时

均按规定的比率(10000 t 1)折合成新人民币。

九、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平武县档案馆、平武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的资料库，县内一些

老同志提供的资料，并参阅有关金融文件汇编、县财政局

历年会计决算报表和县统计局部分统计资料。

十、人物入志：凡任职行长、股长级干部或相当于行、

股长级干部，即录名入志I凡荣获中央、省、地区(专

区)或市级部门授予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称号者，设专

页列名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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