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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办参加审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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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金融职工出席全国农金工作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留影



爵 专

银行是国民经济活动的中心和枢纽，它担负着融通货币，组织和分配资金的任务。

银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被不同的阶级所掌握，能产生不同的经营方式和目的，而金

融工作又是反映国民收入和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寒暑表，它强烈地体现着国家

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政策，所以金融工作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

要。

为了全面系统地记载各个历史时新，特别是建国三十多年来弥渡县金融事业的发展

和变革，记载各种资料，数据，以达到“承前、识今、启后"，继续发扬宝贵的革命传

统，避免可能重复出现的偏差，为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冲文明建设服务，我们决

定编纂这一志书。

本志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决议》为准绳，以货币信用为土线，以实事求是，存真求实为

基本要求，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住、知识住的统一，具有批判、继承历史传

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能够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凡涉及全局性重

大历史问题和事件，按《决议》口径编写，并坚持“详近略远，立足当代"，反映历史

经验，体现客观规律的编纂原则。

在断限方面，根据我县实情，按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由弥渡县治建立时起(公元

l 9 1 2年)，下限至1 9 8 6年底止。

本志的编写工作，主要是邀聘本系统已离退休的老同志担任，他们虽已年逾花甲，

精力有限，但在查阅、走访，誊抄、核实、编写等实际工作中，_弛着兢兢业业，严肃认

真的态度，以能发挥余热，参加编志为荣，努力完成这一历史匝任。

经过努力《弥渡县金融志》基本完稿，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全，编志缺乏经验，离

“志书”要求有很大差距，但综观全稿，资料详实，内容丰富，记述全面，文字简明，

通俗易懂，可作金融系统服务冈亿建设的资料书，又Tl丁为一份进行热爱党、热爱杜会主

义、热爱祖国的金融教育素材，可借鉴过去，掌握现状，从巾找}Ⅱ规律．兴利除弊．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卓有成效地做好工作，为建设具有1{r因特色昀社会主义贡献力

量。

《金融志》的编写工作，在县志办公室和上级行t’句领导关怀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以及一些同志积极协助，提供资料，使率志粕写工作能够顺利完稿，但由于编

写部门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不商。』j休矗邑力有限，缺点和锖误

在所难免．我们热忱欢迎领导和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

弥渡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姒±^j÷ 扬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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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t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征唯物主义和厉史唯物生

义观点，方法，以实事求是．存真求实为基本要求进行编纂．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知识性的统一。

二、编志原则t坚持党的四项基卒原砌。凡涉及垒局性重大历史问题和事件．按

《决议》口径编写。坚持矗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原则．着重记述建国后社会发展的面

貌。坚持矗实书直叙”原则，不加评论、褒、贬．

三、篇目编排，坚持搿事以类聚、横排坚写付．采用章．节结构，部携文后设附

录．全志正文分1 3章，5 3节，正文T．5万字．

四、断限时问：上限为弥菠县治建立时(1 9 I 2年)，下限至l g 8 6年底，共

T 5年。

五，体裁文体；采用图，记、志，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用语体文，记叙

体，力求严瑾，朴实．简明、通俗。

六、称谓：纪年按习惯为民国，公元。地点，各级政府，职位，均以当时的称乎·

志中所谓建国前，建国后等，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币统按新币计算。

七、数字使用，统计性数字均采用阿拉伯数字，有时加添亿、万，千、百、元为单

位汉字，有时阅舍五入．可能出现小位误差。

八，信用社统计数字，取材于县上报中支的年度决算报表，情况数字取材于年终总

结，由于时问鼍冀，有的社未敢决算和其他原因，部分数字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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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县概况

弥禳县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东与样云县交界，南与南华县、景东县分疆，西

与南涧甚、巍山县分壤，北与大理市相连，由西北向东南呈一狭长地形。总面积为

1 5 2 3．4 3平方公里}其中有平坝面积l 3 2公里，占8．6 8％。山区、半山区

面积1 3 9 1．4 3平方公里，占9 1．3 4％。地势为西北高(最高点为海拔

3 I l 7．9米)，东南低(最低点为1 2 4 2米)。山脉河流多，呈西北向东南展布。

境内山峦起伏，纵横婉蜒，形成大桥，康郎，岔河、花鱼洞等低热河谷，白云、先峰等

温热河谷，青丰、青云，多依、小里等温凉河谷及密祉，弥渡盆地，均为粮食产区。尤

以弥泼盆地，地势平坦，气候温热为县屑主要经济区，盛产稻谷，玉米，小麦，蚕豆，

蔬菜，亦适宜烤魍等经济作物的成长。并且组成昆雄，昆雌，白云，牛街、密祉等水系

及较多的岩溶水、孔隙水经流全境，成为天然的灌溉排洪渠道．主干河一一昆雄河，由北

向南流经红岩，新街、太花、寅街，苴力五个区。纵贯弥渡坝全境，接纳弥渡盆地四周

1 6条沙河水。由于i少石过多，多年淤积，河席升高，有的呈地上河，汛期洪水决堤，

泛滥成灾，危害严重。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组织人民，对上中游河道进行裁弯改

直，X,I-F游炸礁疏峻，并在水系源头修筑坝塘水库，排除水患，使大片良田变成千湿调

匀的高产田。

弥渡建立县治时(1 9 1 2年)，有人口6 6．『5 5人。1 9 5 2年为l 3 98 0 0

人，l 9 8 6年底为2 6 6 3 6 3人，为建县时的3．9 9倍。农业人口2 5 3 2 5 9

人，为总人口的9 5％。职j二人数占非农业人口1 3 1 0 9的6 1．5％，占总人口的

3．0 2％。居有救、彝、同、E1等2 0个民族，汁2 3 4 3 4入，占总人订的

1 1．5 T％。

耕地面积l 9 5 2年有2 1 g 1 4 1由，人均1．5了亩，其l}i水田l 0 4 3 6 0

亩，人均0．T 5亩。粮食总产8 3 0 3万斤，平均亩产4 1 8斤，每人有粮6 3 2

斤。1 9 8 6 q-耕田面积为2 1 5 5 9 2荫，人均0．8商，其rlJ水田l 4 0 8 0 6

亩，人均o．5 2 5亩。粮食总j，：1 4 8 5 6万斤，平均亩产6 8 9斤，人均有粮

5 5 4斤。

弥凄县气候泓和l，光照充足，±壤肥沃，山川I较多，以农业为主，弥渡米历年闻名

干遐迩。蔬菜作物，品种多产量大，四季兴旺，商品率高，畅销外地，大蒜、蒜苔远销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特产大芋头有“芋大如瓜，水沸即煅，清香可EI。营养最佳’’的

美称。中药资源亦很二仁商，境内分布中药材1 1 3科2 8 6种。i,ff，羊、牛、马、骡、



驴、鸡，鸭，鹅，兔等家禽斋，均为农户常钷饲养的品种。还有铂，铁，铜，铅，钟、

煤，瓷±、石膏等数十个矿种，其中铂为全艟特大型矿床之一，煤、石灰岩、建柑用料

蕴藏丰富。

境内交通．在产营时期仅有滇缓公路经过东北山角，弥城镇有毛路遥海坝庄与公路

相接，供马车行驶，境内运输，主要靠人挑马驮，l 9 5 3年修建弥宁公路直穿弥渡坝，

始形成境内外的交通网络。至1 9 8 0年，所辖七区均巳通车，大队通车比重已达

6 2．6％，生产队比重已达4 9．T％。

1 9 8 6年底，设置红岩、新街，太花、寅街、苴力、德苴，牛德七个承和弥城

镇。县政府所在地弥城镇，西距下关6 2公里，东离昆明3 5 3公里。

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共弥渡县委、政府的领导_ii，经过三十七年的共同努力。使棘貌

起了很大变化。1 9 8 6年虽遭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但社会总产值仍达l 5 767．7万

元(比l 9 8 5年的1 6 9 0 8。6万元减少l 1 4 0．9万元)。以农业总产值看．

1 9 8 6年为6 3 8 3万元，比l 9 5 2年的8 5 3万元增加6．4 8倍，粮食总产

l 4 8 5 6万斤．比l 9 5 2年的8 3 0 3万斤增加0．T 9倍。由单产6 8 9斤比

1 9 5 2年4 1 8斤增0．6 5倍。以工业计，是从无到有，l 9 8 6年工作总产值达

l 6 5 9．8 i万元(按1 9 8 0年不变价计算)，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1 0个，产值

5 8 2．5 6万元．集体所有制工业6 0个，产值6 0 2．0 1万元．村办及个体工业

3 8 8个，产值4 7 5．2 t万元。}{_l干农、工，商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人均购买力由1 9 5 2年的2 1．T T元上升为l 9 8 6年的2 o 4。6 5元，人均持

币虽由1 9 5 5年的3．T 8元上升为l 9 8 6年的3 2．7 T元，人均馈薷存款余

额，由1 9 5 1年的0．6 7元，上升为j 9 6 6年的4 6．0 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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