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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责无旁贷，我们参与此举，殊感荣幸。

《卢氏县金融志》的编写工作，自一九八三年十月开始以

来，在县志总编室和《洛阳地区金融志》编辑室的指导下，由县人

民银行牵头主持，各专业银行大力支持，采取领导、专业人员与

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先后收集资料、建立

卡片百余万字。通过对文字、实物、口碑等大量资料的反复筛选，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历时两年余而成此书。全书比较系统地反

映了卢氏山区金融全貌，填补了本县经济史上的一项空白。

本志具有社会主义金融志的性质，是一本资料工具书。它以

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概述了卢氏金融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旨在为振

兴卢氏经济服务，为有关领导、科技人员和金融工作者提供参考

依据，有利于制订本单位开拓前进的规划和决策，为金融事业的

发展壮大略尽棉薄。

本志共十五章四十四节十一万佘字。立足近代，侧重现代，

追溯古代。对本县古今货币的铸造、印刷、流通，金融机构沿革，

民间借贷活动，业务发展变化，劳动竞赛与技术比武，经营管理

与基本建设等均作了翔实的记载。并以较大的篇I晤记述了建国后

三十六年来卢氏金融事业的起伏，用对比的方法叙述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在编写和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承蒙县档案局文化馆．统计

局、、《栾川县金融志》编辑室、息县银行、省银行、人民银行总

行、轻工业部等有关部门的热情帮助，历任行长、经理的亲切关

怀，本县李啸东、王同希、莫肇基等编志工作者的指导和关照，

县志总编室组织有关部门志的编辑人员召开了评稿会，提出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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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贵的修改意见。对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l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资料不全，志中谬误与疏漏之处势
、

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g-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八月



编辑说、明

一、本志以章、节、目为层次，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

简繁结合，尽力体现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 ．

二、本志力求遵守志书体例，采用记述体裁，横排门类，纵

贯古今，纵横结合，不加评论。对人直呼其名，对事直书其事，杜

绝渲染夸张，寓优劣于事实之中。

三、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各类图表和照片。史料来源

于省、地金融资料和档案局、文化馆，各兄弟行、各专业行(司)

文书档案、从事金融工作的老领导、老干部、职工以及本县群众的

座谈口碑。各种数据，以县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洛阳

地区《金融统计资料》和县人行、农行《各项数字汇编》为准，

参考有关表册及个人笔记等。

四、本志年代上限，以建国后为主，部分章节略溯古代、近

代，下限1985年底，个别字句略有延伸。

五、年号名称。古代写朝代，民国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

伯字。

六、货币折算。为了便于对比，解放战争以后，边币如未注

明原币别者，即已折算为新人民币。1955年3月1日前的旧人民币

如未注明“旧”字的即已折算为新人民币。

七、金融机构。建国后的银行“县支行”包括全辖。 “县人

行”、“县工商行”(或县人、工行)、“县农行”、 “县建设银

行”、 “县保险公司”除第一次出现全衔外，均以此简称；地区

中心支行(含“陕州支行”和“陕州专区业务督导员办事处”)，

除1964年后冠以“人”、 “农”等字样外，均称地区银行；河南

省分行简称“省分行”或“省人行、省农行”；县内基层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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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党团组织，因有联合支部，银行信用社多未单独建立支部，本

志仅反映县直各专业行(司)支部人选和全系统党团员总数。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团组织一度瘫痪，支部人选时隐时现，

无从记述，故阙如。

八、本志记述的基本建设均以建筑面积为计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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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卢氏是豫西边陲的山区县。总面积3665．2平方公里，素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境内有农林牧等各业生产，并有丰富

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铸造金属钱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的

祖先，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宝地上。铸造和使用金属钱

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虽然日月交替，沧桑更迭，但言传书载

和埋藏在地下的遗迹遗物都在不断被人挖掘出来，它们都确切地，

标明了卢氏金融业和货币演变的轨迹。

东周和春秋战国时代，卢氏曾铸有“卢千币”、 “卢氏涅金

币”、 “卢千涅金币”，并有其他斜肩弧足空首布、 “战国铜刀

币”出土。王献唐著的《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1 983年10月河南

省首次钱币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有十几处记载上述钱币的币

图与文字。

秦汉至清末时期，卢氏先后铸造和流通的钱币种类及数量日

渐增多。仅县文化馆收藏的出土古钱币不同类型的就有三十多

枚。清朝末年，县城始设当铺，虽有东、西当铺之称，实际上仅

存西当铺一家。当时，境内银两盛行，铜元、制钱等同时流通。

民国二十二年(1 933年)改银两为银元。铜元继续流通，制

钱、麻饯逐渐变为玩物或赌具之一。嗣后。鸦片的种植遍及全县，

“大烟土”(即罂粟，鸦片别名)成为市场的主要煤介，纸币也

开始进入市场。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在卢氏的“两行”(卢氏县银

行、卢氏县农工银行办事处)“一库”(卢氏县合作金库)相继

成立，省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纷纷迁入，朱阳关农工银行办事处也

同时建立。开封新豫印刷所在卢氏窑子沟为河南农工银行承印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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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由于滥发纸币，接踵而来的是通货膨胀，物价飞腾，法币几

同废纸，粮食等农产品被迫上市交换，充当货币。高利贷乘隙而

入。以贷放货币或实物的方式榨取高利。许多农民和城市贫民因

本利盘剥，欠下了还不清的阎王债，直到全国解放，才摆脱了高

利贷剥削。

解放战争后期，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货币陆续进入市场，银

元、。纸币交互使用， “大烟土”死灰复燃，常常代替货币(直至

建国前夕才被禁绝)。1 9 4 8年8月以后，市场上除冀南币．

中州币之外，县人民民主政府还印发了面额为一、二、五分的

“流通券”以弥补辅币之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银行及发展中的各专业银行逐

渐成为国家管理金融的行政机关和办理信用业务的经济组织。它

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综合部门和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

眼务党在各个时期的经济工作重点，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而银

行的这种重大作用，是通过银行工作人员的调查研究，综合反映

以及加强存款、．放款、结算、汇兑、储蓄、现金管理等业务活动

来实现的。列宁说过， “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

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笫3

卷3l l页)许多事情通过银行来办，更有利于按经济办法管理经

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专业化j银行的作用愈来愈明显。

卢氏山区金融，虽然业务量有限，但地区辽阔，工作十分艰辛。建

行三十六年的实践证明，它以“信用”二字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支持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中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仅就机构的发展变化来看，从建国初

期的“只此一家”银行发展成为星罗棋布的城乡金融网。职工队伍

由T3人发展到328人。城乡居民储蓄从无到有，迅速发展，198'5年底

余额比建行初期l 950年的2．4万元增长945倍。工商业贷款累计发

放十亿余元，余额由i，300元上升到4，629万元。农业贷款累计发

放九千余万元，余额由一千元扩大到i，404万元。加上相当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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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贷款数量的信用社贷款，支持工农业生产的范围之广．效果之

大都是空前的。银行和信用社的经营状况也越来越好。银行固定资

产价值由0．’28元增至1，125万元(其中人、工，农三行就有i，105

万元)，上交利润由三千元增至每年近百万元。信用社由亏损转

为盈余，最后达到社社盈余，盈余额为87．67万元。

诚然，不能隐讳，在?文化大革命”中，金融事业也同样遭

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幸运的是，在这期间党中央对银行这个特

殊单位采取了一系列专门措施，党长期培养教育的金融干部、职

工，能够忠于职守，竭力抵制，使银行信用社工作得到了维持和

一定的发展。

1979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转折，i 97s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事业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春天。党

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为金融工作增

添了活力，开辟了财源。各专业银行及其所属基层日新月异不断

发展，各项业务更加活跃，内部基本建设逐步扩大，内部效益和

社会效益与日．俱增。因此，．我们尽管在前进过程中走了些弯路，

但在正反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经验。建国后三十六年来金融

事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胜过了历史上几千年的水平。所有这些，

完全归功于党、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归

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也是全县金融干部、职工智慧与

汗水的结晶。

忆往昔道路曲折，望未来前途光明。我们深知革命老前辈

创业来之不易，社会主义建设更非一朝一夕之举。唐代诗人王勃

说过： “穷且益坚j不坠菏云之志”。因此，我们充满信心地预

料，在经济改革中的卢氏金融，将到处金花灿灿，银苑增辉。茁

壮成长的新生力量，在振兴卢氏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中必

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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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事记

东周和春秋战罾

据《中国古代货币通考》载：卢氏曾铸有“卢千币”、 “卢

氏涅金币”、 “卢千涅金币”，均为铲形。该书并记载了卢氏币

范： “有列国卢氏石范，地处豫西，逼近关洛⋯⋯”、“卢氏产币

范罗云石膏质”，“卢氏空首布范，至精，卢氏范亦载古器物图

录”等。 、

《河南洛阳的东周墓与空首布》一文阐明，卢氏曾铸造斜肩

弧足空首布和中型斜肩弧足布为春秋晚期遗物。

(注：1984年9月河南钱币学会成立大会文件第6页中说，斜

肩弧足空首布2526枚，铭文简单，只有：武、‘卢氏、三川钎、武

安、武爱等5种；第12页中又说，据简报的空首布附图及图版，大概

是一枚中型斜肩弧足布，这种“武”字布和“卢氏”布同类型。

《金融辞典》释： “(布币)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通行的一种铜

币。⋯⋯“布”是“铸”的同声假借字，而。镩”则是古代农具

的名称，形状象铲，由农具演变而成”)。

从县文化馆出土的古钱币看， “战国铜刀币”曾在卢氏流

通，铸造地尚待考究(注：1 984年木桐乡河口村农民李建新献给

卢氏县文化馆的出土文物有战国铜刀币一枚)。

秦汉至明清

卢氏近期出土的30枚古钱币表明，秦汉，王莽、唐，宋，

辽，明、李自成、清、太平天国等时期的货币均在卢流通或铸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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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民 国

民国十年(1 9 2 1年)

卢氏县奉命成立泉币兑换所，因流通滞塞不久停办(泉币。

古代对货币或钱币的别称。 “泉”与“钱”今古异名)．

民国二十七年(1 9 3 8年)

卢氏县合作金库创建。到民国三十三年(1 9 4 4)因日本

兵燹倒闭。

民国二十九年(1 9 4 0年)

河南农工银行卢氏县办事处成立．

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

8月，卢氏县银行成立。

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

河南农工银行在卢氏县文峪乡窑子沟呼延良等户的三所院内

印制4河南农工银行”面额。壹园”钞票．

民国三十四年(I 9 4 5年)

一至十月，河南农工银行朱阳关办事处，随河南省政府迁驻

而设，也随迁走而撤。 ．

6月，卢氏县银行迁小庙巷办公．’

民国三十五年(1 9 4 6年)

7月．河南农工银行又改称河南省银行，卢氏办事处与县银

行合并．

民国三十六年(1 9 4 7年)

民国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随着卢氏第一次解放和敌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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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式的斗争形势，冀南银行、中州农民银行等解放区银行钞票

相继在县内流通。国民党法币几同废纸，市场物物交换甚为普

遍，民间借贷种类繁多(注：法币。第一．，泛指国家法律确定

的货币；第二，专指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发行的

纸币)。’

民国三十七年(1 9 4 8年)
二

8YJ，卢氏县人民民主政府为适应市场找零，印发面额一、

二、五分“流通券”。

12月，卢氏县人民民主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局设金融股．对外

挂“中州农民银行卢氏县支行”牌子，工商局长卫洪范兼银行经

理。 ，

7

民国三十八年(1 9 4 9年)

3月，组织收回“流通券”，县石印馆袁保庆因伪造“流通

券”被判刑。

+6月，人民民主政府宣布人民币为法定货币，禁止金银流

通。’县中州农民银行以人民币兑换各解放区银行钞票(注：各解

放区银行钞票在卢氏流通的主要是中州币和冀南币。l 948年1月

中州农民银行发行中州币，流通于中原解放区。抗日战争时期．

冀南银行于I 939年loYJ 15日发行冀甫币，在晋、冀、鲁、豫边区流

通)．

8月1日，县中州农民银行奉命代理中国人民银行卢氏县支行

业务和中央金库。当月，中共卢氏县银行、卢氏县贸易公司联合

支部成立。经理(后称行长)陈祝三任支部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

、 1 9 4 9年
一

．
． -

12YJ 2 H，中州农民银行卢氏县支行改挂“中国人民银行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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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县支行”牌子。
‘

1 9 5 0年
÷

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卢氏县交行接上级通知‘正式建立县支

行会计帐务并代理财政金库：金行十三人，设审计、总‘务、会

计、出纳、业务五个股。

1月8日，接陕州行政公署通知，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1月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卢氏县人民银行支部成立

(1957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卢氏县人民银行支部’)。

2)1 3日，为配合平稳物价，县支行一次从公粮中调剂定购小

麦十万斤作为种子贷给群众。
。

．

6月，举办“保本保值定期储蓄、．活期储蓄，定额储蓄”；

对工商企业办理小额放款；对农村办理生产救灾、．棉肥、耕牛、

生产费用等项贷款。
’

7月，实行现金管理，试行划拨结算。设发行支库，代理国

家保管发行基金。同时成立五人警卫班负责守库押运(几年中运

送款都是人担牲口驮)。
’

‘

1 9 5 1年

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卢氏县代理处成立，由县支行代理

业务。 ’

3月，中国店员工会卢氏县人民银行工会成立。

5月，贯彻落实省分行“关于工资调整初步计划”，7月12_F!

执行“新工资标准”(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

8月，朱阳关、范里两处营业所建立，同时在南苏村进行信

用合作社建立试点。 一

9月9日，上午12时陕州支行在陕州人民剧院公开举行省分行

主办的第九期第一组(含卢氏)有奖定期储蓄存单中奖号码揭晓。

1 9 5 2年

5月l 0日．陕州、洛阳两中心支行合并。此后卢氏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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