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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向来被认为是“资

治、存史、教化”的资料书，是重要的地方历史文献，普遍编修，

代代相传，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

这一工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提倡编写新的地方志。我

区在1958年就曾开展过修志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

国出现了普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地委、行署及各县(市)党

委、政府按照上级的部署，切实加强领导，地区和各县(市)设
’

立了修志机构，调集各方人士，投入修志工作，全区修志工作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编修好社会主义新方志，全面、系统地记述我区的历史和现

状，特别是建国以来各项事业飞跃发展的业绩，让更多的人认识

玉溪区情，为振兴玉溪经济提供历史借鉴，也为将来留下真实的

历史记载，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

设的一项具体内容，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具体从事修

志工作的同志们，坚持志书质量标准，认真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

和档案材料，走访知情的老同志，经过考订核实，综合整理，按

照上级要求，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新的体例”认

真编写，各单位领导严格审订把关，从而保证志书。真实可信”，

提供可以流传后世的“信史’’。

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来处理我们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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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季达

《玉溪地区金融志》的出版，是我区金融战线上的一件大事。

它总结了玉溪地区金融事业发展进程中兴衰起伏的历史，为我们

“资治、教化、存史”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

本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货币信用为主线，以实事求是、存

真求实为基本要求。 ，
． ，

， 以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

步伐加快，金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

重要。当前金融工作不断加强，新的金融干部不断增加，面对金

融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老干部都需要不断提高政策业务知

识水平。《玉溪地区金融志》作为一部专业部门志书，可供广大金

融干部学习和参考。

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区金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天的

成就是几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玉

溪地区的金融事业作出过开拓性贡献的人们，我们更要感谢广大

金融职工付出的艰辛劳动。 。

1994年6月14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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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许若渊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编纂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主

义新方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

一项有利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是“资治”、“教化”、“存

史”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党中央和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修。 ，

金融志是部门专志，是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作

． 为一种货币、信用活动，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服务

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业，是商品货币经

济不断发展的产物。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银行时曾指出：“银行是

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神经中枢”。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银行也必然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

。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神经中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步

伐的加快，金融工作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

越重要。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玉溪地区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自1950

年初创建至今，几经曲折，经历了艰苦创业、稳步发展、曲折中

前进、十年动乱的困境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蓬勃发展的过程。

为了全面系统地记叙玉溪地区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发展变化，根

据国务院、云南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和玉溪行署地方志办公室

的部署，经地区金融系统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编纂《玉溪地区金

融志》。这对于了解玉溪地区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今昔变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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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团结教育广大金融职工，扬长避短，加快玉溪地区金

融改革的步伐，发挥金融对商品货币经济的促进作用I对于发挥

保持通货稳定的宏观调控作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服务，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玉溪地区金融志》的编纂工作起步较早。1987年上半年由地

区人民银行牵头，组建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研究设计了篇目。根

据金融系统的特点，由地区各金融部门联合修志，按篇目分工撰

写。但由于金融机构多次撤并，档案不全，给撰写工作带来很大

困难。为了真实地反映玉溪地区金融事业的发展过程，撰写的同

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方查阅、搜集、核

实资料，按分工撰写出了有关章节的草稿。在此基础上，地区金

融志办公室于1989年6月整理出玉溪地区地方志金融篇送审稿

(浓缩后的初稿)，为正式编纂《玉溪地区金融志》奠定了基础。随

后又由主编李应昌同志逐章、逐节重新编写，反复修改，数易其

稿，于1992年4月完成初稿。同年11月经审稿会议全面审修，并

经有关部门审定，终于付印成书。当此之际，衷心感谢在编纂过

程中给予热情指导和具体帮助的玉溪行署地方志办、省金融志办、

从事本志撰写、编纂、摄影、印刷、校对的同志们，以及给予有

力支持的地区各行(司)。 ～， ’

修志是一项新工作，由于缺乏经验，档案资料又残缺不全，加

上我们的政治业务水平有限，因此，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

关心本志的读者批评指正。+： 一

199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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