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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封开县金融志》工作会议

(记 要)

封开县人民银行．根据县领导关于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结合本

县金融工作的实际．于三月一日在人行行长室主持召开第一次编写金融志工作会议，研

究落实编写金融志的组织领导班子i写作人员，编志经费，办公地点等问题。

参加会议人员有人民银行姚乃坤(副行长)，林雄、农业银行黄容森(副行长)，

中国银行梁章进(行长)，工商银行韦耀稳(秘书股长)，建设银行刘庆军(副行

长)，保险公司梁汉文(副经理)．还有县志办副主任陈平、财办主任柯明光，谢利
能．

会议中，首先由人行姚乃坤同志谈了当前编写金融志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

盛世修志，是我们这一代金融i作者的光荣的历史使命，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工作，成立

领导机构，落实编写人员和经费，采取措施，抓紧开展编修工作羹。按照县的要求，尽力

在七月初拿出初稿．今年完成定稿修志任务，人行林雄同志谈了编写金融志分两步走的

设想，县志办陈平，财办柯明光两位领导同志，在会上介绍了各专业志的编修的进展情

况，并对编写金融志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参加会议的同志，经过研究讨论决定：

一．编修金融志的领导小组。由人行姚乃坤(副行长)，林雄。农行李联雄(行
长)，中行梁章进(行长)，工行李爱元(行长)，建行林佳成(行长)．保险公司梁

汉文(副经理)等七人组成，姚乃坤任组长，李联雄任副组长。

二，编写金融志的工作人员，人行林雄、工行区势华，中行陈瑞新，农行杨鸿泉，

建行唐锦江，主编林雄。

三，编写金融志的经费来源，由人行，工行，中行，农行，建行保险公司，各予交

一千元，集中领导小组掌握开支。

四，编写金融志的报酬，为鼓励编写人员按时完成编修志书的光荣艰巨任务，根据

县文件的指示精神，结合金融工作的实际．按定稿计算，每千字奖励十五元，

五，编写的办公地点，暂定在中旅社二楼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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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开县金融志编修方案

盛时修志，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我们这一代的光荣使命，去年十二月六日召开

《封开林业志》研讨会后，人行按照县领导的要求开始筹备《封开县金融志》编修工作．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完成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任务，编写好《封开县金融

志》，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都自成体系，独立编志，并由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各自

包干负责，按时完成初稿后，再由人民银行综合编修《封开县金融志》，为更好完成

《封开县金融志》的编修任务，特制订本方案．

编修金融志的指导思想

封开县金融志，需要反映的是封开县社会主义银行经济的发展情况，因此，在编志

过程中，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搞活的方针。，用经济体制改革的观点，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价值规律的观

点来考察银行经济工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统览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

发展．认识货币流通与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的关系，客观地反映正．反两方面的资料，

从而体现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编修组织领导，建立修志机构，充实修志力量。

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我们这一代金融工作者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做好这】页

工作是义不容辞的，务必做好，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导，是完成修志工作的关键．经研究

决定。成立金融志编篡领导小组，成员有：姚乃坤．李爱元，李联雄，梁章进．林佳

成、梁汉文，林雄，姚乃坤为领导小组组长，李联雄为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编写小组

(办公室)，成员有林雄，杨鸿泉、陈瑞新，区势华，唐锦江，主编林雄(办公室主任)．

三、编修任务和计划

解放后一九五。年成立了人民银行，一九ZE--年成立农村信用合作社，承办金融业

务，根据志书特点，封开县金融志既要反映它成立以后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也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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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

口

《封开县金融志》问世，是本县全体金融工作者的共同心愿，也是本县金融史上的

一件大事，它记载了本县四百多年的金融史实，是一部观点正确，体例完善和内容翔实

的金融小百科全书。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改革，政治安定，市场活

跃，人心振奋，正是盛世修志的大好时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观今鉴古，‘继往开

来，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封开县金融志》的编纂工作，于1989年3月1日设立编纂领导小组和选定编写人

员始，至1990年5月形成初稿。经编纂领导小组，各股室领导和熟悉本县金融工作者审

阅修改后，送县志办审核定稿付印。它以金融业为主，兼及有关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地反映时代．地方，行业的特点，详今略古，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采用档案史料，专著记载和有关原始记录为主，辅以调查，核

对，考证，力求真实地、全面地、系统地，概括地记载和反映本县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和

现状的基本面貌，以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发展和金融工作者的需要，为社会主义两个文

明建设服务。 、 ．
，

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四十年来人员更迭频

繁，对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熟知者甚少，条件所限，本志书虽已编就，谬漏之处，在所难

免，欢迎知情者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改正。 、

《封开县金融志》在编写过程中，除编写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外，各支

行、保险支公司、信用社等有关单位为本志书提供和核实统计资料，给予大力支持，还

得到解放以来从事过金融工作的季刚岭、韦文，甘泽容，孔祥禄．谢焕等人和县志办具

体指导帮助及许多人的热情支持，对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一支行姚乃坤
一九九0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

是，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力求写出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地方行业特色，阐述事物发

展内在规律，为建设现代金融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本志书上起1573年，下至1990年。但亦有追溯到西汉的货币流通．记述的重点

是199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三．本志书为《封开县金融志》专业志书．体例分志述．记．图(照片)表，录．

全志书十五章．五十六节．四十三目．计29万字．

四。本志书的章节排次，依照金融机构演变史实和金融业务活动的内在联系，。先牙

行，典当，后信用合作社．银行；先存款，后放款，将概述、大事记冠于全书之首，以

收开卷了然之效．

五．本志书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据事直书，寓观点于叙述之中．

六，本志书时间记述，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历史纪年先书写历史纪年称
t+

谓，后在括号内书写公元纪年．

‘七，本志书资料来自广东省．广州市，封开县档案馆，省孙中山图书馆．省政协文

史馆的历史文献专著，报刊．采访及省．市．县银行档案．资料等，共搜集资料八十万

字编纂而成。

八，。光荣榜’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

出贡献，荣获市(地区)以上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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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封开县位于广东西北部，居西江上游，贺江下游，处东经l 1 1‘2t一1 12‘27．北纬
23’1 3 7—23。59 7之间，东北与怀集县相连，南与郁南县．东南与德庆县接壤．北回归线

在境内南部穿过，经江川乡界首村——县城江口镇——杏花镇东和村——黑石顶自然保

护区，县境东西宽度68公里，南北长度84公里，总面积2723．43平方公里，折合408．515

万亩，其中耕地35．5851万亩，占总面积8呖；水田28．217万亩，占总面积7叻；山地

33I．3008万亩，占总面积8l％；村庄道路等44．6291万亩．占总面积11％，县城江口镇，

于西江与贺江之汇合处．为两广交通之咽喉，有。两广门户·之称莲与肇庆市相距：陆

路175公里，水路153公里；与省会广州相距：陆路285公里，水路281公里，

西江是流经境内的第一大河流，发源于云贵高原，全长2185公里，横贯境内西南

部，长达38公里，。河宽平均250米以上，汛期水深平均16米，枯水期水深3米以上，客．

货船全年通行，上可通梧州．柳州．南宁；下可通肇庆．江门．中山，珠海，广州．香

港．澳门，西江支流，贺江从北面流入县境，汇合思料水、．大玉河，莲都河，渔涝河和

东安江南江，至江口注入西江，长达200多公里，
。

。

陆路交通方便，公路纵横交错，可由县城江口镇直通各乡镇，境内公路干线主要

有；广(州)梧(州)公路，经县境西南部过县城，长达45．9l公里I谷(圩)怀(集)

公路，直贯县境南北，长达100公里，并与广(州)梧(州)公路和各乡镇公路相交．

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县内资源丰富，森林密布，有。北回归线绿州”之称，由于高山的天然分割．西

江，贺江流经境内，形成县内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花岗岩和石灰岩取之不尽，金

矿，钨矿、水晶矿，稀土储量也较丰富， 。木头．水头，石头’为封开经济的三大支

柱，以盛产粮食，木材，松香驰名，历史悠久_文物古迹甚多．是文明的古邑．青山秀

水，奇石异洞，是旅游胜地，有广东。小桂林”之称，特产。封丰占’优质大米远销海

外；杏花鸡．白马茶．年桔久负盛名；杏花银梨．南丰香芹，渔涝黄烟．长岗风栗，罗

董砂仁亦颇闻名，1989年全县人口385922人，其中城镇50815人，占总数的13．2呖．农

村335107人，占总数的86．8呖，分布在5个乡．13个镇．193个管理区办事处，18个街

道办事处．21个居民委员会和2126个村民委员会里，由于有较丰富的资源，‘水陆交通方

便，发展全融业前景广阔．

’(二)

解放前，封开县分为封川．开建两个县．原封川县在春秋战国为百越之地，秦属南

海郡番禺县地，汉属交趾苍梧郡广信县地，晋末分广信置封兴县属晋康郡，南北朝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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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属苍梧郡，梁置梁信县及梁信郡，普通四年(523年)兼置成州，为州郡治．隋开皇十

年(590年)废梁信郡，改成州为封州，仍置梁信县．开皇十八年(598年)更名封川

县．原开建县汉为苍梧郡封阳县地，。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属荆州临贺郡，晋永嘉

元年(307年)改属湘州，咸和六年(331年)复属荆州，南北朝刘宋元嘉三年(426年)

分封阳县地置开建县．解放后1952年3月封川、开建两县合署办公，称“封川，开建

县。，1957年4月，恢复封川，开建两县建制，1958年5月，两县再度合署办公，

1958年lo月原封川县和开建县分别与德庆县和怀集县合并，称为德封县和怀建县，1961

年4月，封川，开建分别从德封，-怀建县划出，合并置封开县，县城设于江口镇，

在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本县金融业有较长的历史，早在汉代的“五铢

钱”和后来各朝代的钱币，均在这个经济落后的边远山区县市场流通，明代就有牙行组

织，清代创建典当业，道光二年(1622年)，典当业已进入全盛时期，共有五间典当

铺，其中封川四间，开建一间，这是最早的金融业机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封

川县组织了农村信用合作社8=个，社员103人，1940年1月由广东省银行农贷部派员莅县

在江口镇设立“广东省银行封川办事处”，同年开建县也组织起农村信用合作社30个，

社员370人，1941年3月在南丰镇设立了、“广东省银行开建办事处”，由于这些金融机

构．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随着蒋家王朝的兴亡而存灭。从1937

年开始，蒋家王朝经济逐步走向崩溃，大量滥发纸币，搜刮民脂民膏，致使市场物价飞

涨，．货币贬值，群众称法币为“湿柴”，在这种情况下，属资本主义的银行和信用社的

信用中介作用已经逐步消亡，失去了生存的条件，最后，随着国民政府在封川．开建县统

治的崩溃。封川、开建的银行办事处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相继在解放前夕关闭了，

1949年11月开建，封川相继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迅速地占领金融阵

地，打击敌人破坏全融，稳定金融物价，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在人民政府成立

后，即筹建社会主义国家银行，1950年1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封川办事处”，3月升

格为。中国人民银行封川县支行”，行址设在江口镇。1950年5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开建办事处”，7月升格为“中国人民银行开建县支行”，-行址设在南丰镇。1952年10月

随着封川，开建两县行政建制的合署，两县银行也进行了合并，行名是“中国人民银行

封川．开建县支行”。1953年开始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1955年发展到84个，入社农户

达38568户，占总农户73．t2％，．除黄岗乡，七星乡与文乐乡、文锋乡组织联社外，已实

现乡乡有社的历史任务，1957年5月又随着县行政建制的分设，封川、开建县支行也分

别设立．1958年5月又随着县行政建制的合署，两县支行又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封

川．．开建县支行。，1958年11月又由于县行政建制的变动，原封川县合并德庆县，原开

建县合并怀集县，因此，封川开建县支行也分并给德封县支行和怀建县支行．1 961年4

月又随着县行政建制的恢复，也复置了’。中国人民银行封开县支行”，行址设在江口

镇．从1961年4月后，本县的金融机构基本稳定。
、

4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和金融队伍也

不断发展壮大。由过去单一的中国人民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逐步建立起以中国人民

银行为主体和专业银行，专业金融机构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本

县有中国人民银行封开县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封开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封开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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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封开县支行．中国银行封开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封开支局。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封开县支公司；封开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和城市信用合作社等组成．．其所

辖的网点设置遍布城乡，据l 989年统计，银行的基层营业所．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

和乡镇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保险站等共计76个，其中江口镇27个，占总数35．54，其他

乡镇49个，占总数64．5％；金融队伍700人，其中银行447人j占总人数63．9‰，保险

46人，占总人数6．6％，信用社207人，占总人数29．5％．与1978年相比。金融机构和金

融队伍分别增加2．04倍和2．61倍． ：

々‘

(三)
‘ ’

， _ ●
、

封开县金融部门，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它是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为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从I 950年成立银行始，四十年来，发挥了

它的职能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贡献．

解放初期，国家由战时经济开始转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
留下来的是一个生产凋蔽，通货膨胀，投机盛行，经济落后的烂摊子．为了促进国民经

济的恢复，1950年3月中央颁发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封川．开建两

县支行，在贯彻决定中，采取有力措施，促使国家财政收支，物资调拨，现金收付的平

衡．一方面发行人民币，用人民币占领市场，严禁金银和外币在市场流通，．加强管理

和收兑。另一方面实行现金管理，大力吸收存款，促使现金归行，实现现金收付平衡．

据统计，1950年末两县支行吸收存款4万元(折新币下同)，加上商品和非商品回笼，

现金收付不但平衡，而且还净回笼货币35万元。1952年11月两县支行合并后，年末吸收

存款102万元，比对1950年净增98万元，增长24．5倍。年末工农商业贷款I 3万元，比对

1950年净增12万元，增长12倍．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实现“三平”目标，稳定金融物价

作出了贡献。

i953年起，国家开始进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限制和反限制，

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银行为了配合党在这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促进三大

改造的进展，采取了坚定的政策．资本家在国家银行的存款总额，必须大于国家银行对

他们的放款总额，使他们不得利用国家的信贷资金；对他们的贷款，根据限制、利用、’

改造的政策，在不同时期，对不同行业，不同对象，采取区别对待方针，或放宽，或收

缩．如工业优于商业，接受国营企业加工定货的工业优于未接受加工定货的工业。又如

在国家逐行逐业改造私营批发商的过程中，国营商业准备代替哪个行业，银行就相应地

停止哪个行业的贷款，并收回原有贷款，。迫使其接受改造。据统计，从1 953年至l 956

年，支持国营工商业发展的贷款3245万元，占全县工商业贷款总额的83．2％，巩固了国

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支持供销合作社发展的贷款558万元，占全县工商业贷款总额的

14．3％，占领农村市场；对公私合营企业的贷款5l万元，占全县工商业贷款总额的

1．3％；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49万元，占全县工商业贷款总额的I．2‰，同期收回贷款50

万元，收大于放，促使其迅速接受改造．

在农村，经过土改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但由于个体经济的弱点．．两极分化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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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又开始出现． 。单干象走独木桥，风吹雨打两边摇。，这是对个体生产境况的描述．

党和政府为了引导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开展了农业合作化和信用合作

化运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银行为了配合这个中-bT作．一方面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

款2l万元，帮助996个农业社15377户贫困农民入社交纳股金的困难，并根据需要1955年

发放农业贷款28万元，其中互助合作贷款24万元，占总额的85．7％，国营农业贷款l万

元，占总额的3．6叻，个体农民贷款3万元，占总额的10．7％，，促进农业合作化和农

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宣传动员广大贫下中农组织自己的经济互助组织一一信用合作

社，占领农村金融阵地。打击高利贷活动，帮助贫下中农解决生产．生活上的资金困

难，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 955年末，全县建立了信用合

作社84个，除黄岗乡·七星乡与文乐乡，文锋乡建立联社外，已实现了乡乡有信用社，

队队有服务的历史任务．从此，形成了人民银行为主体的庞大的农村金融网。当年，全

县信用社吸收存款14万元．比上年增长I．3倍，年末贷款余额2l万元，比上年增长4．9

倍，帮助贫下中农解决了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打击了高利贷

活动，发挥了银行的助手作用。

1 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

期，党中央提出； 。鼓足千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

路线的指引下．银行工作也必须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三大中心

(信贷中心．现金出纳中心，结算中心)的职能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多快好省地前

进．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必须有强大的资金力量支持才能实现．因此，大力发展存款业

务，增加信贷资金来源，是银行的主要职责．马克思说过：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

的始终是存款．如果完全靠财政供应资金就不必要单独成立银行了。为了履行职责，一
． 面按照中央．省，县颁布的现金管理办法规定，认真做好城乡各单位的现金管理工作，

规定各单位除按批准的现金库存限额保留现金外，其余现金一律存入银行或信用社，这

样既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组织了资金，也促进了各单位健全财务制度，堵塞漏洞，改善

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广泛宣传。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储蓄

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发扬勤俭节约的美德．踊跃参加储蓄存款。到1978年末全县银

行．信用社共吸收存款达2286万元，为1956年的23．3倍，其中城乡储蓄695万元，为

1956年的3I．6倍．存款的大幅度增长，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发展，准备了

雄厚的资金力量。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根据这个总方针和党在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具体方针．政策，任务，做好资金再分配，合理地，及时地发

放各项贷款，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如1962年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

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金融部门根据这个中心任

务，把支援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集中力量，深入农村，帮助公社，生产队精打细算，

合理使用资金，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据统计，从i956年至i978年银行，信用社共发

放农业贷款5171万元，平均每亩农田得到贷款184元，帮助社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

发展。的方针，解决了资金的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到197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

一6一



达7788万元，为1956年3．77倍．

对农业的支援?除了以信贷资金上给予支援外．从1966年开始，银行接管了农村社

队会计辅导工作．社队财会工作的好坏，对农村社队正确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关

系甚大，不少社队由于财务制度不健全，帐务混乱，为贪污盗窃打开了方便之门，集体

资财被少数人贪占．社员说，。干部使钱头，社员无盐油。盈余得个数，超支得个

肚’，社员多劳不能多得，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在一定程度上障碍了生产的发展．在

这种情况下，加强对社队会计辅导工作，显得十分重要．全县社队会计核算单位三千个

左右，如何把社队财会工作整顿．健全．辅导好，是一项重要任务．银行会同县有关部门

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办法，全县推行财务公开，定期会审，民主理财的制度，使

社队财务管理面貌一新，受到了党委和上级银行的好评．因此，封开县人民银行曾作为

总行社队会计辅导工作的联系点．银行领导曾直接到总行会报工作和参加召开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社队会计辅导工作座谈会，介绍社队会计辅导工作经验。从1971年起，浙．

江、江西．陕西．广西和本省五个地区57个县(市)共112批，2000多人次前来本县参

观社队会计辅导工作，互相学习，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这决不是忽视对工业的支援．‘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工业为主

导，如果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也是无法实现的。毛主席说过：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党的方针

是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县发展工业生产的具体计财

要求，积极地支援地方国营工业和二轻集体工业的发展。按照资金分口管理的原则，有

计划地，合理地．及时地给予发放超定额贷款，特别对支农工业和轻工业，在信贷资金

安排上采取了优先扶持原则，促进工业大上快上．1978年末全县工业贷款余额6157Y元，

为1956年的102．5倍．除从资金上支持外．还组织力量，深入工厂，帮助企业促产挖

潜，改善经营管理，衔接产供销计划，协调工商关系等，促进工业生产发展．1978年全

县工业产值619l万元，为1956年的14倍．

商业是农业和工业的桥梁，也是生产和消费．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桥梁。要发展

社会主义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必需把这个桥梁搭好，使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畅通无阻，

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金融部门按照国家的商业贷款政策．计划，及时地发放商业贷

款，帮助商业企业扩大商品流转，畅通城乡物资交流，对一，二类农副产品采购，保证

充分供应资金，对工业品下乡采取优先支持的办法，支持商业部门扩大购销业务．据统

计1978年末，全县商业贷款余额201sT元，为1956年的4．6倍；全县国合商品纯购进

2826万元，其中农采1872万元．分别为1956年的3．3倍和2．6倍，全县国合商品纯销售

4615万元，其中销售生产资料82I万元，分别为1956年的3．9倍和10．4倍；全县社会商品

零售额4557万元，为1956年的43．8倍：这对促进生产．繁荣市场，巩固工农联盟都起劭

了积极作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之后，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逐步纳

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的发展的建设轨道．以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在这一新形势

的要求下，银行主要的任务是发挥职能作用，通过信贷的经济杠杆去促进国民经济的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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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结合封开的实际，对重点发展的能源交通，建材、造纸．制糖．林产化工等项目大

力扶持。如水电能源项目，是封开的优势；在十年改革中，银行发放水电贷款达5058万

元，支持水电站和配套工程建设，效果显著。据统计建成投产的贺江白垢尼龙坝电站，

发电机2台．装机容量2万千瓦和小水电站183宗、发电机232台、装机容量24566千瓦，

1989年发电量达14522万度，比I 978年增加8883万度，增加1．6倍；1lo千伏配电降压站

一座，容量2万千伏安，l lo千伏线路22．2公里；35千伏配电降压站8座，总容量16950

千伏安35千伏线路133公里；lo千伏配电变压器842台，总容量57458千伏安，10千伏线路

883公里；低压(o．4千伏)线路4839公里．县内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供、用电网络，全

年供电保证率达85％以上。全县18个乡镇都用上电；通电户达96％以上农村用电加工、灌

溉等普及率达95％；人平装机容量64．5千瓦；年发电量人平221度；年用电量人平108．8度

生活用电量户平271．4度，经省农村电气化领导小组检查验收，已达到全国初级农村电
’

气化试点县标准．对关停并转企业，分别情况紧缩信贷或收回贷款的办法，促进调整，

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的发展，以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据统计1989年

与1978年相比，全县银行贷款，达26653万元，增加7．7倍；工农业总产值达44955万元，

增长2．2倍，其中粮食166925吨增加i6．3％，糖蔗45436吨，增加2．4倍，黄烟2545吨，增

加4．8倍，水泥135848吨，增加28．4倍，机制纸5422吨，增加1倍，松香15996吨，增加

1．9倍，食糖4816吨，增加4．6倍；国合商品纯购进8562万元，增加2倍；国合商品纯销

售12668万元，增加1．7倍；外贸收购总值3153万元，增加5．4倍；社会商品零售额25946

万元，增加了4．5倍，购销两旺，市场繁荣．

但是，在十年改革中，金融的深刻教训是：在工业大上快上，商业搞全民经商的大

气候的影响下，我县工商企业贷款，曾一度出现了行政干预过多，滥放贷款，注意发展

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的情况，结果使信贷资金大量沉淀，周转不灵．据1989年8月调查

统计，全县银行(未包括信用社)到逾期贷款8799万元．其中沉淀资金达4012万元，占

到期逾贷款的45．6％，呆帐资金达2709万元，占逾期贷款的10．8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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