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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厶—j-
刚 吾

《黑龙江农垦分行行志》是黑龙江农垦经济区金融专业志，它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下，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全面转轨情况下所撰

写的一部新方志。编写这部方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农垦分

行成立九年来曲折、辉煌历程的全面记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黑龙江农垦金

融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依据，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资料。这部方志不仅是

全面、系统、可靠的农垦金融史料，而且也是一部对广大农垦金融干部进行创业、

爱行、兴垦教育的教材。它具有“资治、育人、存史"的作用，是黑龙江农垦金融事业

的一项重要基本建设。

《黑龙江农垦分行行志》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参照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而编写。

志书本着繁简结合的原则，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门类，纵记史实，全面反

映黑龙江农垦分行成立后不断发展壮大、积极支持垦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志书以志为主。由志、记、图、表、录等内容组成。

志书以年代断限。以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农垦分行组建运行为上限，下限断

在1997年底。 ．

志书语言采用语文体、记述体，简化字以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简化字总

表"为准，标点符号以《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为准，数字使用以《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试行规定》为准。

志书纪年统一使用公元纪年。

·大事迹编写，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写法。编写顺序，同一时间有

两条以上者，第二条及以下用△代表时间。

黑龙江农垦中心支行于1996年1月1日正式更名为黑龙江农垦分行，为统一

体例，正文叙述统称黑龙江农垦分行，但正文引用的1996年1月1日前资料，文件

标题等保持原称谓。

黑龙江农垦分行行志办公室

199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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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述

概述

黑龙江垦区位于我国东北边陲，黑龙江省境内的小兴安岭山麓区，松嫩平原

和三江平原上。东经123。407——134。407，北纬44。107——50020’。所辖各农场分布

在全省50个市、县境内。北以黑龙江、东以乌苏里江为界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相

望，西与内蒙古自治区、南与吉林省接壤。它拥有5．7万平方公里土地，土质肥沃，

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农垦系统中，历史最久，产粮最多、商品率最高的垦区之一。

黑龙江垦区是在党和国家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开发、建设、发展起来的。是

国家重要的新兴的农垦经济区和农副产品生产、商品等基地。自1947年宁安、赵

光农场组建起，至今已有了近五十年的光辉历史。五十年来，垦区在党和国家一系

列关于开发“北大荒"和建设“黑龙江垦区"的文件、指示的指导下，在广大垦荒战

士和十万复转官兵的艰辛奋斗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苦曲折发展道

路，付出了创业代价，更取得了创业的成功经验。目前，共开垦了万亩耕地，建立了

102个国营农牧场。建筑业、交通通讯业、服务业和科教文卫等也都有了相当规模

的发展。使祖国北疆这块沉睡千年、人烟稀少的沼泽地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经济

实体——国营农场群，门类齐全的“小社会"。基本上建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

农副产品基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全面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实行各种经济承包责任制以来，垦区的经济发

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昔日的“北大荒”，已经变成了牛羊遍地、粮豆满仓、

工厂林立、市场兴旺的“北大仓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垦区改革的节奏加快，发展速度提高，传统的金融

体制远不适应垦区经济的发展需要，纵向指挥生产和横向分散管理资金的矛盾使

相对独立完整的垦区经济实体受到“块状’’金融体制的割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

垦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难以集中信贷力量，统筹安排全局生产建设资金；难以实

现系统内物资与资金的合理流通；难以促成垦区内资源、装备、科拽、劳务、资金等
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难以实现银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

为了进一步将垦区的一切资金活动按渠道、有系统地管理起来，把物资运动

和资金运动与总局总体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对国家直供的生产资料实行钱随物

走，钱物结合，加快流通环节，保证农场生产供销和南联北开各项经济活动的正常

运行，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域，按垦区经济区设立农业银行势在必行，是垦区经济发

展的历史必然。基于此，继建三江、宝泉岭、红兴隆、九三等四个农场管理局相继建

立专业支行的基础上，经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批准，中



概述 4

国农业银行黑龙江农垦分行于1989年3月8日开始组建，4月28日正式营业。垦

区农行的建立，打破了行政区划，将耕地面积占垦区61％，粮豆产量占65％，交售

商品占72％，工农业总产值占60％，上交利税占85％的四个管理局，由原来5个

市地行13个县支行切块分割的分散服务，改为农垦分行统一管理与集中服务。理

顺了生产和资金的隶属关系，解决了资金运动与物资运动相脱节的矛盾，密切了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保证了信贷资金的投向与总局的总体布局相协调，加速了货

币资金的流通，减少了结算环节，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提高了银行的经营管理水

平，有利于宏观控制，微观搞活，有利于三江平原的开发和建设，增加了农业的发

展后劲。更加突出了集聚资金系统化、存储收一体化、资金调节灵敏化、组织协调

一元化的专业特点，强化了服务功能，为垦区组织资金、支持生产、调整结构、促进

生产力发展起到纽带作用，使企业资金与信贷资金、物资运动与资金运动紧密结

合，为活跃金融和繁荣垦区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农垦分行辖属5个支行，1个营业部，1个国际业务部，1个信托投资公司，1

个信用卡业务部，1个信息电脑部，2个直属办事处，50个基层办事处，45个营业

所，69个储蓄所。分布在全省5市13县，覆盖黑龙江农场总局4个管理局，50个国

营农场，705个工业企业，316个商业及1000多个事业单位。拥有土地4950万亩，

耕地面积1800万亩，播种面积1650万亩，年工农业总产值47亿元，总人口886千

人，社会劳动生产力474干人，结合指标占全垦区的60％。

农垦分行成立九年来，在上级行和农场总局党委的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配合下，坚持为发展垦区经济服务的方针，认真执行金融政策，广泛筹集

资金，合理发放贷款，资金实力日益增强，服务功能日臻完善，各项业务迅速发展，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97年末，全辖拥有资本金总额9988万元，比建行初期增加了3762万元，增

长了60％·。

1997年末，全辖资产总额为81亿元，比建行初期增加了71亿元，其中信贷资

产29亿元，比建行初期增加19．1亿元，增长200％。

1997年末，各项存款余额为35亿元，比建行初期增加27亿元，增长312％。其

中储蓄存款27亿元，比建行初期增加20亿元，增长286％，企业存款7．5亿元，比

建行初期增长5．7亿元，增长316％。

农垦分行成立九年来，始终遵循“面向农垦，竭诚服务，创新务实，廉洁高效"

的办行宗旨，坚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原则，争创一流服务

质量，一流工作效率，一流银行信誉。为繁荣垦区经济，累计发放各种贷款29亿

元，开荒300万亩，低产田改造587万亩，旱改水田144万亩，三垅栽培1485万亩。

1997年粮豆产量8519638吨，比1988年增加5948461吨，增长231％。实现工农业

总产值223亿元，比1988年增加193亿元，增长了634％。

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1994年被

●一jj



5 概述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授予“文明系统”光荣称号，被黑龙江省农业银行评为“文

明建设标兵行"。全辖各级行、处均为县级以上文明单位。

按经济区设置专业银行，这是金融体制的一项改革和探索，省农行在黑龙江

垦区建立金融机构，是黑龙江省农业银行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为我国

金融体制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引起了金融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垦区农行九年

的工作实践已给人们崭新的启示，这种模式密切了银企关系，支持了“两高一优’’

国营农业的发展，使资金转入良性循环的正常轨道，符合开发建设结合型现代化

大农业区的经济发展规律，为垦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了理想的社

会效应。九年中，成就是巨大的，道路是正确的，经验是丰富的。工作中虽然还有不

足，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好转，这

些问题不难解决。垦区农行的潜力是很大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企

业走向市场，银行也要走向市场，立足市场，着眼市场，一切从有利于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出发，扬长避短，更新观念，转换经营机制，树立良好的社会

形象，把垦区农行办成功能齐全，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机构，为黑龙江垦区经济发

展提供全方位多功能系列化服务。展望未来，信心百倍，前景波澜壮阔，光辉灿烂。

黑龙江农垦分行必将成为全国农村金融系统，在“四化’’建设上和发展现代化农业

上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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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机构人员

第一章 机 构

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农垦分行是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产物，是我国按经济区

域划分成立的第一家专业银行。经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和黑龙江省人民银行批准，

于1989年3月份组建，当年4月28日正式营业。1995年，黑龙江农垦分行改建为

省辖二级分行。成立之初，下辖机构170个，分布于全省5市13县的广大地域内，

所辖机构由原属佳木斯市农行、鹤岗市农行、双鸭山市农行和黑河市农行的机构

划出后组成。经过9年来的发展壮大，封1997年12月末，机构数已达185个，职工

人数达1416人，储蓄劳动服务公司职工达797人。在机构管理、人员编制、工资福

利及干部管理等方面逐步达到了规范化和制度化。

按照国家金融监管属地管理政策，黑龙江农垦分行所辖机构归口佳木斯市人

民银行及各县人民银行管理。随着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

机构监督管理力度不断加大，确保了金融机构的合法稳健经营。从1989年开始，

我们便接受人民银行每年的例行检查，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规

定》为依据，以自检自查为基础，人民银行金管部门集中时间实地检查，查帮结合，

使我行各级机构的业务经营始终沿着合规守法轨道发展。金融机构年检面每年都

达到100％，尤以1996、1997年的检查最为彻底，对检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坚决

整改，使各级机构普遍对国家监管政策提高了认识，增强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附黑龙江农垦分行机构一览表)



第一篇机构人员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