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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当靳贵印同志主编的《高平信用合作志》刚刚开始编纂时，他曾向我大略

介绍过这部志的内容及结构。今天，看了贵印同志送来的书稿，深感这确是一部好

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高平信用合作社的发展成就，真实地展现了几

代信合人的奋斗历程，系统地总结了信用合作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对进一步深化农

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精心打造富饶高平、文明高平、诚信高平、和谐高平，都具有深

远的意义。

高平是炎帝神农氏故里。在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上，既积淀着浑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又传承着现代文明发展的辉煌。高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交通发达，自古为

富庶之邦，素有“煤铁之乡”、“黄梨之乡”、“生猪之乡”的美誉。早在清末就已

经出现了钱庄、银号、当铺等民间信用机构。到解放战争时期，信用合作社粗具雏

形。i951年9月正式成立了第一个信用合作社——北社信用合作社，从此掀开了高平农

村信用合作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高平信用合作事业逐步壮大。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普

及发展时期，到“大跃进”之后20年的曲折发展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合作金融恢

复时期，到1996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进入了改革和发展时期。在国民经济的各个发

展时期，高平农村信用社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扎根农村，服务“三农”，为农

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近几年来，全市农村信用社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有关方针政策，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根本宗旨，紧紧围绕“843I”战略构

想，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改进信贷服务，增加

支农投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民增收，为推进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以史为鉴，可知兴亡。”以贵印同志为主编的本志编修人员殚精竭虑，广征博

采、去伪存真、去芜存菁，以科学翔实的资料、图表，对高平信用合作社50多年的曲折

发展历程作了比较客观真实的表述，是一本实用价值很高的信用社传统教育好教材，

指导业务发展的工具书，也是一本资料翔实的研究信用合作改革发展的参考书，达到

了修志“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



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我相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

史征途中，全市农村信用社的广大干部职工，一定能够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适应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不断深化改革，努力优化服务，进一步增强服务“三

农”的综合功能，为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奋力追赶全国“百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耋莩嚣蒜票蓑乏树秒高平市人民政府市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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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省银监局信合办主任蒋桂荣题词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晋城监管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杨瑞萍题词



中国人民银行晋城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程民生题词



中共高平市委副书记、高平市人民政府市长马四清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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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晋城监管分局副局长孔祥东(左一)在高平联{士调研

中)在高平联社工作会议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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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人行晋城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毛金明在高平联社调碍|

目人行晋城中心支行党委二

长程民生C左二)在高平联社i
社调研

理联
管平研作高调合在地用，基信五棚行左大吏●菜心华蔬中利的嗄王来太任起箍耀．室持办社



高平信用合作志

人行高平市支行行长
齐晋{左)在高平联社调研

对反假货币工作现场指导

人行晋城中心支行副行长

徐民生(左一)在高平联社支持的
花卉基地调研

临汾市农金体改办主任石浍华(左二l率团在高平联社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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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高平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树新(左1、市委副书记马四清(右

平市推广农户小额信贷建立信用村镇工作会议”上讲话

‘高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领导小组

案务副组长梁沁高(左一)、副市长李天胜(右一)在高平联社调研刨
枣信用村镇工作

-a原高平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树新C左五)在野川镇横凹村列

联社发放小额农贷支持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情况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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