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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县有史以来第一部金融志问世了，这是金融系统全体干部职

工的一件大喜事。

中华民国以前，本县历代无统一的金融管理机构，货币交换处

于完全自流状态。中华民国时期，通山县政府虽设有银行机构，但

仅起到旧银号的作用，县内典当、高利贷仍旧盛行，宫票、市票充

斥市场，金融市场极为混乱，广大人民深受其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县胜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金融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并通过取缔

金银黑市，确保人民币信誉，筹集和分配资金，调节货币流通等手

段，为促进全县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取得了许多经验。

这部志书力求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记载本县金融业的

机构、货币、信贷、基建、保险等内容，使之成为本县金融事业发

展状况的一本资料汇集，起到存史、资治的作用。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县志办、县财办和湖北省金融志编

辑室的指导，得到了县档案馆以及县内、外j有关单位的帮助，得到

了本县金融业广大干部职工的热情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

谢。

郑德满

1 9 8 6年1 2月

t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本志以文为主体，记、志、图、表、照片相结合，事以类

归、横排竖写，以章率节，节中立目，详近略远，用事实说话。

图、表、照片附在有关章节之中。

三．本志时间表述：解放 (1 9 4 9年5月)前以朝代纪年

与公元纪年相对照，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为记述方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l成立2之前或建立之

后，简称为“建国前”或“建国后”；将“中国人民银行通山县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通山县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通山县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通山县支行”，分别简称为“县人行”，

“县农行”、 “县建行”、 “县工商银行”。

五、本志资料来源，建国前以本省本县档案馆、图书馆或外省

外县档案馆．图书馆收藏的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J建国后以县

统计局、本行业的档案资料为主，其它资料为辅。

六、本志用语体文记述，力求文字通顺，语言简洁，做到述而

不论。

七、本志“大事记”一章，采取编年记事体，力求做到大事不

漏，小事不记，扼要记略，不寓褒贬。

八、本志断限时间：上溯清一咸丰五年(1 8 5 6年)，下

迄1 9 8 5年。

多



概 述

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一般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

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克的往来等经济活
一t

功。

清末时期，本县境内尚无银行、钱庄。金融以农副土特产品的

丰啬为转移。每到稻(稻谷)、茶(茶叶)、麻(芋麻)、油(桐

油和茶油)、纸(土纸)、粉(薯粉)的收获季节，汉口、武穴等

地商人携带大量现钞来本县收购。城乡的资金融通，以民间借贷及

高利贷、典当等形式，互通有无。货币流通以金银币为主，辅之以

制钱、铜元。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贯通经济脉络，始推设湖北省银行基层

行处，发展合作金融，建立县级银行。本县于民国二十四年(i 9

3 5年)始设农村信用合作社，民国三十五年(1 9 4 6年)始办

银行，至此，县境内的金融业才算有了管理机构。但是，这些机构

都在官吏、豪绅的把持之下，仅起到旧银号的作用，对县内金融没

有起到组织、调节和管理的作用。民国二十七年(1 9 3 8年)，

本县部份地区沦陷，日伪政权严密控制占领区域的金融业，强迫

人民使用日伪联币，使人民陷于极度困苦之中。民国后期，民间高

利贷盛行，官票、市票充斥市场，货币流通失控，各种货币急剧贬

值，金融市场极其混乱，广大人民深受其害。

但是，在这同时，本县苏维埃政府为了解决苏区军、政、民用

所需，积极开展了对敌经济斗争。于民国十九年(1 9 3 0年)创建

A



了大永区工农兵银行和杨林铺代办所。到民国二十年(1 9 3 1年)

全县共六个区苏维埃所在地都建立了工农兵银行机构。这些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己的金融机构，对支持革命战争，反对敌人

经济封锁，促进生产发展，改善群众生活，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县统一了货币发行，并逐步建立和

扩大了社会主义金融体系，金融事业不断发展。

1 9 5 0年中国人民银行通山县支行建立后，紧密配合当时

的政治和经济斗争，在发行人民币的同时，狠狠打击金融投机和金

银黑市活动，继而积极组织存款、发放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实行现

金管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从而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稳定

了市场物价，改变了旧的借贷关系，打击了农村高荆贷活动，推动

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农业互

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l 9 5 6年，本县农村实现了农业集体化，所有制关系发生了

根本变化。贷款对象由个体农民转为主要是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

同时继续对社员个人也发放一定数量的贷款。

l 9 5 8年后，由于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工作上的

失误，本县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

1 9 6 1年后，本县人民认真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

以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战胜了困难，度过了难关。从

l 9‘6 2年起，本县国民经济情况开始好转。

i 9 6 3年到l 9 6 5年，本县国民经济经过继续调整、恢复

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取得了平均每年递增23．32％的高速度。

l 9 6 6年元月，县人、农两行合并，区级银行机构相应合

4



并。l 9 7 0年11月，财政、银行合并，行政统一领导、人员统一

使用、业务统一部署。可是由于分工不细、顾此失彼，金融工作停

滞不前。1 9 7 3年2月，财政，银行才不得不再次分设。

从i 9 6 6年下半年起，到l 9 7 6年lo月底止，银行工作在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尽管受到了严重干扰，但由于党中央一

再强调不得冲击国家银行、信用社，加之，本县金融系统的大多

数干部职工，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有关金融系统的一系列的方针政

策，业务活动仍得以正常开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本县金融工作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

心，集中农贷资金，积极支持农业生产的金过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

展；大力开展城镇人民储蓄，积极支持工商企业，特别是轻纺工业的

发展；加强对基本建设的投资管理，积极支持企业挖潜、革新、改

造、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

总之，3 5年来，本县金融工作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

在打击金融投机和金银黑市活动，确保人民币信誉；认真执行国家

计划，积极组织资金，发放贷款，解决工农业的生产资金需要；正

确运用信贷和利率，结算等经济杠杆手段，促进本县国民经济的持

续发展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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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 0 9一一1 9 1 1年(清宣统元年一一三年)，本县县城

内有当铺两家：一是罗同福、二是陈如朴。另外，横石潭有陈祥

太、焦则夫，杨芳林有永生茂，湄港有沈晴卿，厦铺有郑启后等家

当铺。

1 9 3 0年(民国十九年)，本县苏维埃政府在黄沙铺丁家祠

堂内建立了大永区工农银行(主要负责人黄柯笑)，各乡相继成立

了借贷所。

1 9 3 1年(民国二十年)8月，通山县委将大永区划分为黄

沙、梅田、大畈三个区，这样，加上二区长安(万家)，七区桂林

(富有)和八区安和(横石)，金县总共六个赤色区都建立了工农兵

银行。

1 9 3 1年至1 9 3 2年(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鄂东南工

农银行所属印币厂，设在现在的通山县大畈区下泉乡小井村(原属

阳新县大凤区)，共有职工30多人，后迁至阳新县洋港。

1 9 3 5年(民国二十四年)，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在本县

组建了农村合作办事处，内设主任一人，指导员一人、助理员数人，

下设信用农贷合作社、员工消费合作社和合作社联合社三个机构。是

年底，在全县1 2处建立了信用农贷合作社预备社，到1 9 3 6年底，

除县城关转为县联社外，其余1 1个预备社都转为正式社。

1 9 4 5年(民国三十四年)，通山县财务委员会，发行流通

券伍角、贰角、壹角三种。
R



1 9 4 6年(民国三十五年)2月29日，通山县政府开始筹建

通山县银行，次年五月十三日呈文备案，七月十日湖北省政府发给

执照，正式开业。行址设在县城关二街。资本额五百万元(公股、

商股各半)。董事长郭志坚、经理焦联壁、

1 9 5 0年5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通山县支行(简称县人行、

下同)成立，行长尹纯信。

1 9 5 1年秋，通山县成立保险公司特约代理处。如此同时，大

冶中心支行有奖储蓄摇奖中签仪式在通山县举行由县长段凤梧揭晓

1 9 5 2年7月，县人行遵照湖北省政府的指示精神，以附城

乡为试点，成立了第一个信用合作社。

1 9 5 3年1 2月，张建哲任县人行行长。如此同时，县人行为

配合粮食收购，发行了“农村售粮优待储蓄”。

是年，通山县保险公司正式成立。

1 9 5 4年，通山县保险公司撤销，公司业务并入县财政局。

1 9 5 5年3月，县人行遵循省分行决定，在全县发行新人民

币?同时收回旧人民币。新旧币的比价是：旧币一万元兑换新币一

元。同时改革会计核算工作，实行新的联行往来制度。

同年1 2月，县人行一分为二，成立中国人民银行通山县支行中

国农业银行通山县支行(简称县农行，下同)。如此同时，通山县公

债推销委员会成立。

1 9 5 7年春，县入行和县农行合二为一。同时，恢复通山县

保险公司。
‘

同年11月，王树安同志任县人行支部书记。

1 9 5 8年1 1月，通山、崇阳、通城县合并，通山县支行改名

搿通山办事处”，隶属崇阳县支行。1 9 5 9年3月恢复通山支
7



行名称。

1 9 5 8年秋，财政、银行、税务、保险合并，下设保险股。

其余保留公章。对口有效。原行长张建哲调走。

同年底，本县入行根椐省分行指示，将信贷资金管理权下放到

公社，并采取“存贷相抵，差额包干，自负平衡”的管理办法。‘

1 9 6 0年，本县支行与湖南省平江县，湖北省通城县，崇阳

县等支行建立协作区。

1 9 6{年，薛建东同志任县人行行长。

l 9 6 3年3月，县人行农金股付股长阮习华赴京参加全国农

金工作会议，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

小平等亲切接见。

1 9 6 4年，县支行遵照总行指示，全部收回苏联代印的人民币

拾元券、叁元券和1 9 5 3年版的五元券。

同年4月，本县人、农两行再度分设。

1 9 6 5年8月，建设银行通山县工作组划归咸宁地区建设银

行直接管理，更名为办事处。

。l 9 6 5年9月，县人行废除借贷记帐法，改用收付记帐

法。

1 9 6 6年1月，本县人、农两行再度合并。

1 9 6 7年春，本县人武部派代表1人，对县人行实行“军

管”。

1 9 7 0年6月，本县人行支部书记王树安凋走。

同年11月，县入行与县财政局合并。下设政工、办事，业务、

财务等组。合并后奎l 9 7 1年末由彭启趣任局长。

1 9 7 2年，薛建东任县财政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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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了3年2月，县入行与县财政局分设。恢复了县人行建

制。

1 9 7 5年4月，本县撤区并社，县入行基层机构作了相应调

整，除将环城所改为城关所保留原7个营业所外，新增加了10个营

业所·

同年9月，中国建设银行通山县支行(简称县建行，下同)成

立。

1 9 7 6年1 2月中旬，县人行在地区中心支行召开的信贷工作

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支持企业磷矿粉改普钙的经验，并被授予“支

、帮、促” “先进小分队”的光荣称号。时隔不久，本行又在省科

委、省农业厅、省供销社、省分行联合在本县召开的推广球肥深

施经验的全省现场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

1 9 7 7年，县人行将原城关营业所改为城关镇办事处。

1 9 7 8年，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司结算处特派员来我行总结农

村结算经验。

同年5月，县建行出席了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

分行在武昌召开的基本建设财务决算会议。

同年8月，湖北省人行行长关广富，在视察本县库区经济状况

后，给予贷款指标6 0万元，并指‘定孀于发展柑桔生产。

同年9月，县建行出席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

行在襄樊市召开的基本建设财务决算会议。

1 9 7 9年11月，县人行在九宫山设立了办事处。

1 9 8 0年1月，县人、农两行分设，傅海澄任县农行付行长

主持全面工作，同年，县农行被评为全国农业银行系统的红旗单位。

县农行职工阮望雪、陈忠杰被评为全省农业银行系统的金融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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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政策研究处和中国金融研究所派

员来本县考察总结县人行支持个体工商户的经验。县建行开始对

基本建设企业的挖潜、更新、施工的流动资金需要实行信贷业

务。

1 9 8 1年5月1日，傅海澄任县农行行长， 1 9 8 1年7月

1日，《人民日报》在》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的专栏里

刊登了县人行出纳股股长彭玉英的先进事迹。

同年I 1月，省财办付主任兼中国建设银行省分行行长郭振乾等

一行三人来本县视察。

同年，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拨款4 0万元，为县农行建设

办公楼一座，总面积3500平方米。县人行遵照省分行的指示，实行

了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改革了过去“存款全上交、i贷款要指

标”的管理办法。

同年底，县农行被评为湖北省农业银行系统红旗单位。县人行

出纳股股长彭玉英被树为全国金融红旗手，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她

特等劳动模范称号。

是年起，本县人行、农行代理国家发行“国库券”。

1 9 8 2年，县人行实行信贷体制改革，在坚持“区别对待，

择优扶持”的原则基础上，试行了“以销定产，以销定贷”的办法。

同年3月，通山县保险公司重新成立。

同年底，县人行被评为全省金融红旗单位。县农行社队信贷股

和杨林信用社郭源分社被评为全省农行金融红旗单位。南林营业所

女出纳员张建明被评为全省农金红旗手。

1 9 8 3年2月，吴昌锦任县建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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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县人行投资44万元在县城关新南街建成混凝结构的五层

办公楼一幢，总面积2600平方米。县建行投资10．3万元，在县城关

新南街建成四层办公楼一幢，总面积1 0 1 6平方米。

同年，县农行南林桥营业所被评为金省农金红旗单位，原人事

股长方祥保被评为全省农行系统先进个人。县建行被评为全省建设

银行系统指标考核第一名。

同年，本县被中国农业银行确定为湖北省开发性贷款联系点之

一。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林业厅、湖

北省农牧业厅与本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开发性贷款协议书”，并拨

给专项指标200万元。

同年，本县人、农两行干部中，晋升为中级经济师、助理中级

经济师、助理会计师各一名。，

1 9 8 4年元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通山县支行(简称县工商

银行，下同)成立，承担原县人行的一切具体业务。原县人行转为

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分管宏观控制，并在县工商银行内设立

业务办公室。但行政上受县工商银行代管。

同年4月，县建行行长吴昌锦调走。县保险公司升格为县局级

单位，并在各区(镇)农行机构建立了保险代办处。全县金融系统

整顿全面展开，到9月份，各行和保险公司、分别以92．6％和87％

的比分验收合格，并由省、地银行和县财办等领导机关颁发了合格
、-rI

1，止。

同年6月，省保险公司以鄂保人-?-54号文件任命李保国为

通山县保险公司经理。

同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派员来本县检查指导开发性贷

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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