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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枝江县地方志只记述到清同治四年(1865)，其中金融业

是一片空白，晚清民国时期枝江地区的金融活动资料所存极少。解放

后，枝江县金融业务活动的史料，亦未系统整理。为了服务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使读者知沿革，识得失、明荣辱，察取舍，并为

编纂新县志提供可靠的基础资料，编修金融志，实为当务之急。

这本《枝江县金融志》记述了1866年至1 985年间120年枝江县

金融业的变迁、发展及现状，重点记述建国后三十六年来，枝江县金

融系统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

7年中，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经济金融工作方针、政策、规章、制度，

通过发行货币，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管理固定资产投资和

举办保险等业务活动，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与调整，促进经济

体制的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对主要利弊得失，机构沿革、

历年各项重大活动及重要事件等情况，也有所简述。

《枝江县金融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

基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坚持实事求是

的原则，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精神，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突出地方性和专业性的特点。

编纂地方金融志，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新工作，由于资料所限，水

平较低，遗漏和失当之处在所难免，警敬请读者指正。

彳向_言复．
1989年3月7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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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专业学校医士班1958年11月9日，设于县城南郊的王家湾，由县卫生科主

时，县医院有7位医生为兼职教员。教学设备有人体解剖模型五架、针灸挂图一

县卫生学校1959年秋，县卫生科利用县城大南街财政公房兴办枣阳县卫生学校舍面积有342平方米。次年，省卫生厅拨款购置课桌、椅和人体骨架，尸体模型、显微镜

学挂图。专职教师由开办时的3人增至14人，内有病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科教师。

于1961年秋停

1978年5月2日，恢复枣阳县卫生学校，担负培训提高赤脚医生和在职卫生人员

务。校址在琚湾阎岗(原地区精神病院旧址)，有校舍1512平方米，教师17人。不久，于

火车站北建教学大楼及职工宿舍楼各一栋，总面积为2072平方米。1979年秋，卫校先

车站新址设简易门诊，有内、外，儿，五官科及化验室。1980年，卫校由琚湾阎岗迁至枣

车站。校内设教务，总务两处，另设有门诊部及资料室。据1985年统计，教学设备有：

图机，超声波诊断仪，X光机、分析天平、电冰箱各一台(件)，显微镜九台，还有光电比色

模型尸体、自动幻灯机等。新配制课桌凳100套，双层铁架床100张，可供200名学员住

现有教职工及门诊医护人员67人，其中专职教师14人，兼职教师3人。主要任务在于

提高专职医务人员。1985年9月，在襄樊市开展的创建文明卫校活动中，该校获“文明卫

的光荣称号。12月，学校易名襄樊市卫生学校枣阳分

(五)商业

县商业职工学校，创办于1981年lO月，由县商业局主办，设于县城东南郊，校园

8904平方米，建筑面积860平方米。现有教职工12人，其中专职教师5人，另聘兼职教师

人。学校自开办至今，共办培训班38期(班)，已培训在职职工1443人。1985年前，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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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1 934)《湖北县政概况》载，全县“无使用机器的工业"，民众、俄

宅简陋，“连村皆编芦为扉，复草为瓦”，“食料以米麦为主，蔬菜佐之，

唯届春秋佳节，始有肉鱼"。到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6395万

元。
‘

货币流通和金融信用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发展。西

汉以来的铸币、银两、制钱、银元、铜币、镍币、官票、民国初年发行的

银行兑换券，民国24年起民国政府发行的法币和民国31年与法币

并行的关金券，民国37年民国政府发行的金元券，曾先后在枝江市

场交替使用或混合流通。此外，民国29年至34年，枝江沦陷的江北

地区，曾被迫使用日本侵略军军用票和伪中央储备银行券。

解放前枝江县的民间信用活动，除邀会、佐借、高利贷、卖青苗等

民间借贷外，出现有钱庄和典当业、清末，县城及江口、董市较大商

号，皆兼营银两与制钱的兑换业务。光绪初年，江口镇“全合泰’’与“同

心协”钱庄开业，至民国lO年(1921)全县钱庄lO余家，此兴彼衰，是

钱庄业的活跃时期。民国20年和24年两次大水灾，加上当地政府

严令取缔市票，本县钱庄纷纷倒闭。典当业在本县亦有一定程度的发

展，清末有“全美”、“仁昌"、“济生’’、“裕新"4家当铺。民国初年典业

时遭抢劫，以致破产歇业。民国6年(1917)典业重开，发展到6家当

铺。民国15年(1926)左右，江口、董市一带时有“棒匪”骚扰，典当经

营者受到严重打击。民国29年日军侵占枝江，当铺全部关门。

民国时期的官办金融业在本县曾建立机构、开展业务。民国26

年(1937)年组建枝江县合作金库。民国27年(1938)年成立县金库。

民国29年筹建湖北省银行枝江办事处，民国32年(‘1943)年3月正

式成立。同年成立县银行筹备处，民国35年3月成立县银行。同时，

实际上为官僚、地主所把持的信用合作社也有所组建。民国29年在

江南的8个乡组建信用社33个，到民国32年3月，全县有信用社

ll 3个。同年5月、“月日军两次渡江南犯县城，使信用社名存实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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