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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修志，责无旁贷。在中共领导的邱县第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组建五十周年之

际，《邱县信合志》启动编纂、并于一年多后辑印成册。作为县联社主任在任内能完成

这一浩繁的文化工程，感到非常欣慰。

邱县农村金融活动历史久远。据《邱县志》记载：清末民初，县城农村私人银钱业

和民间借贷活动已具规模。民国二十二年(1933)，县境出现信用合作社组织，但成效

甚微。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冀南银行开始在农村办理低利信贷业务。新中国成立

后，为开展农村金融工作，人行邱县支行在基层设银行所，着手组建农村信用社。1952

年7月1日，儒林村信用社成立，掀开了当代农村信合事业的帏幕。之后，经过曲折的

发展历程，农村信用合作社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工作

着重点的转移，农村信用合作社逐步转向支持发展商品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轨道。特别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农业银行脱钩，更促使农村信用合作社不断深化改革。

今年6月27日，国务院制定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更为农村信用社带

来福音。回首往事，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对挫折的惋惜，感慨良多。“历史的经验值

得注意。”面临新形势，为跨新台阶，确需深切了解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发展的历史，科

学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全面客观地分析现状，从而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和措施，更卓有

成效的经营发展。基此，多么需要有一本记载农村信用合作事业的专业志书啊!但遗憾

得很，多方寻求，网上搜索，却不见它的踪迹。我一时热血沸腾，几不成眠。大干世

界，芸芸众生，主编斯志，舍我其谁。2002年8月2日，我首倡、获同仁首肯，并立即

付诸实施，编纂实录信史式《邱县信合志》，要的是不讳言，不饰美。把真实情况告诉

后人。借以“资治、存史、教化”。

《邱县信合志》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近略远，服务现

实，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客观规律”的编写原则，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

统一。既是专业百科全书，亦可作为爱国爱县爱社教育的可读教材。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纂辑人员花费了不少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经过几拟篇

目，深挖资料，广征博采，不畏寒暑，静心编写，反复修改，诚求意见，终成是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志纂就，褒扬前辈、昭其业绩，鞭策自我、启迪后学之心

意已达，实为快事。志书为识者所为，亦为识者所用。诚望同仁贤达，研读是书，从中

受益。展望前程，繁花似锦。这本志书若能为信用合作事业继往开来、健康发展尽～点

绵薄之力，留下珍贵的借鉴史料，我的愿望也就满足了。

受资料、编写水平之限，书中不尽如人意之处甚多，希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值志书付印在即，赘之为序。

吕俊峰2003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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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县概况

邱县概况

邱县地处北纬36038’08”～36057’49"，东经115003’02”一115019’10"之间，位于黑龙港

流域上游，华北平原腹地。总面积448．78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33 252公顷。纵长

36．3公里，横阔24公里，东及东南与l临西、馆陶接壤，西及西南与曲周相连，北与平

乡、广宗、威县毗邻。北距首都北京400公里。西北距省会石家庄197公里。西距邯郸

市、京广铁路75公里，东距京九铁路50公里。106国道与311(邯l临)省道在县境纵横

贯通，于城东10公里处香城固新区(华北明珠商城)交汇。县人民政府驻新马头镇，

辖2镇5乡218个行政村。气候属北暖温带亚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多

风少雨，夏季多雨高温，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年均气温13．0℃，降雨量

524．6毫米，多集中在7至8月份。雨热同季，宜于多种植物生长。主产棉花、小麦、

玉米、谷子、豆类、瓜类等。邱县大地貌属古黄、漳河冲积平原，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

斜。海拔32．7米至40．8米之间。

邱县历史悠久，始见文字记载可上溯4280多年。《尚书·禹贡》载：帝尧七十二年

(前2286)，禹治水导河至于衡漳(今邱城东南)。黄河历史上两次流经邱境共历时一千

九百八十二年。早在帝尧时，县境即有先民在黄河两岸聚居，渔猎拓荒，繁衍生息。汉

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置平恩侯国，治在今邱城西南四里郭门一带，属冀州魏郡。

王莽更名延平县、东汉又复为平恩县、隋开皇六年(586)徙治平恩川(今邱城)。金省

平恩为镇隶曲周县，元初又改属山东堂邑县，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立丘县，清雍正

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726．1．29)上谕，为避孔丘之讳，加“巧”为邱。先后隶属冀

州广平郡、武安郡、沼州、山东堂邑、东昌路(府)、临清直隶州等。抗日战争爆发后，

初隶鲁西北，后归冀南区。1944年5月26日，邱县全境解放，8月县治北迁马头镇。

1949年8月隶属河北省邯郸专区，1958年8月并人曲周县，1962年3月恢复邱县建制。

邱县地理位置优越，县名源于平丘山。邱县虽为袖珍小县，然自古被称为“形胜之地”。

商周时即位居南北水陆交通要冲。黄河上古有大梁横水，史称巨桥，为中国第一桥。数

千年朝代更迭，世事沧桑，文化源远流长。邱县人民用勤劳和智慧改造自然，创造文

明，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历史轶闻和人文景观。较著名的人文事件有：衡漳禹迹、许由让

国、巨桥发粟、干木富义、破釜沉舟、界桥大战、康台略马、虎守杏林、白滩抗金、孙

安动本、冀南农民暴动、香城固诱伏战等。邱县人杰地灵，历史上名人辈出。仅见诸正

史或收入‘《中国人名大辞典》本客籍者就有46人。本籍有尧让帝位而不受的高士许由

(故里大省庄)，战国时治国安邦先贤段干木(郝段寨人)，唐初名将程名振、程务挺

(大侯冢人)，明代任贵州道监察御史蒋呙(南辛店人)，武德兵备副使霍允猷(孝固村

人)，政绩显赫的工部郎中邢伦(古城营人)，为政清廉的御史中丞孙维城(孙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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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正颇有政声的福建台湾府同知袁万里(马头东关人)等。客籍勤政爱民人旧

如北朝北齐天保元年(550)平恩令卢昌衡“德为世表，行为士则”，时称“卢

明正统四年(1439)知县虞镐为治漳河水患筑“虞公堤”，百姓至今传颂；明

(1622)知县高继凯重文教、劝耕织，建社学17所；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

圭赈灾济民，独自骑马到省城，往返不下三十次，为民请命，“劳身焦思，以

清乾隆十二年(1747)知县阎大绶倾其家产，治理邱县，爱文才，礼贤士，

在任十年，殉职于邱，百姓传颂亡灵为“邱县城隍”；民国二十二年(1933)

华平冤案、除匪患、建农场、办工厂、修公路、兴教育，同时编修了一部体例

料翔实的《邱县志》。

年末全县各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84 915万元，其中农信社52 027万元，占比

各项贷款余额108 953万元，其中农信社39 423万元，占比36．18％。

年底，邱县总人口20．1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8．77万人。



凡 例

凡 例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实事求是地对县联社建立以来特别是与县农

革开放有借鉴意义的史料则做了较详细的反映。

编写方法：横排门类，纵贯时间，力求全面客观反映邱县农村信合的历史

资治存史教化”为宗旨。

追根溯源，其中“货币”上溯到商代后期，其余则根据业务发生记述，下

大事记止于搁笔。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现行邱县行政区划为准，

原貌，某些篇章内容涉及原属今非属村庄。

●

由于历史原因，为客观地反映历史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传、录7种文体，以志为主，章、节结构。

图、表分附有关章节。

六、本志货币单位，新中国成立前，均按当时货币单位；1955年3月前以当时旧

人民币为单位(10000：1)；1955年3月后，以新版人民币为单位。

七、本志资料数据，以档案数字为准；档案数字缺乏的，以经考订无误的口碑资料

为准。

八、本志历史纪年，1938年中共领导的抗日县政府成立前，用历史习惯纪年，如

清光绪二十三年，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1897)。其后用公元纪年。

九、日期，对历史事件，尽量考证准确用绝对日期，不确者以是年，上、下半年，

春、夏、秋、冬，是月；上、中、下旬代之。

十、本志资料源于档案、典籍及经考证核实后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的资料及有关

专业志。

十一、本志数字使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执行。行文、简化字使用按方志界贯例实行。

十二、人物入志：坚持生不立传。对有特殊贡献的，附简介和名录。

十三、称谓：凡中共中央、国务院(早期政务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及有关部委、属下机关下发的有关金融特别是农村金融方面的文件，原则

上均适用于信用社。信用社或县联社均参照执行。对使用频率高的，为减少字数，特用

简称：中国人民银行(央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总行)、中国人民银行河北分行(省人

行)、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省农行)、中国人民银行邯郸(地区)中心支行(中

支、邯郸人行、市行)、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地区)中心支行(邯郸农行)、中国人民银

行邯郸市中心支行信用合作管理办公室(市信合办)，邯郸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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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办公室(邯农金改办、市办)，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信用合作办公室(石中

支、银石信)、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人行天津分行)、中国人民银行邱县支行(县人

行)、中国农业银行邱县支行(县农行)、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县联社、联社)、

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某信用社、某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信社)、信用合作运动(信

合)、中国共产党邱县委员会(县委)，邱县人民政府(县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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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29日初设13个公社信用社机构人员情况⋯⋯⋯⋯⋯⋯⋯⋯⋯

1964年8月20日各信用社现有干部登记表⋯⋯⋯⋯⋯⋯⋯⋯⋯⋯⋯⋯⋯⋯

1961年4月29日一2002年各信用社历任主任、副主任一览表⋯⋯⋯⋯⋯

2002年末邱县信用联社辖在职人员花名册⋯⋯⋯⋯⋯⋯⋯⋯⋯⋯⋯⋯⋯⋯

县联社全辖在职工作人员一览表⋯⋯⋯⋯⋯⋯⋯⋯⋯⋯⋯⋯⋯⋯⋯⋯⋯⋯

三、信用分社⋯⋯⋯⋯⋯⋯⋯⋯⋯⋯⋯⋯⋯⋯⋯⋯⋯⋯⋯⋯⋯⋯⋯⋯⋯⋯

2002年不独立核算信用分社情况⋯⋯⋯⋯⋯⋯⋯⋯⋯⋯⋯⋯⋯⋯⋯⋯⋯⋯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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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办站⋯⋯⋯⋯⋯⋯⋯⋯⋯⋯⋯⋯⋯⋯⋯⋯⋯⋯⋯⋯⋯⋯⋯⋯⋯⋯⋯

城关社代办站⋯⋯⋯⋯⋯⋯⋯⋯⋯⋯⋯⋯⋯⋯⋯⋯⋯⋯⋯⋯⋯⋯⋯⋯⋯⋯

城关社第一分社代办站⋯⋯⋯⋯⋯⋯⋯⋯⋯⋯⋯⋯⋯⋯⋯⋯⋯⋯⋯⋯⋯⋯

城关社贺堡分社代办站⋯⋯⋯⋯⋯⋯⋯⋯⋯⋯⋯⋯⋯⋯⋯⋯⋯⋯⋯⋯⋯⋯

邱城社陈村分社代办站⋯⋯⋯⋯⋯⋯⋯⋯⋯⋯⋯⋯⋯⋯⋯⋯⋯⋯⋯⋯⋯⋯

大马堡社代办站⋯⋯⋯⋯⋯⋯⋯⋯⋯⋯⋯⋯⋯⋯⋯⋯⋯⋯⋯⋯⋯⋯⋯⋯⋯

东目寨社代办站⋯⋯⋯⋯⋯⋯⋯⋯⋯⋯⋯⋯⋯⋯⋯⋯⋯⋯⋯⋯⋯⋯⋯⋯⋯

古城营社旦寨分社代办站⋯⋯⋯⋯⋯⋯⋯⋯⋯⋯⋯⋯⋯⋯⋯⋯⋯⋯⋯⋯⋯

联社营业部代办站⋯⋯⋯⋯⋯⋯⋯⋯⋯⋯⋯⋯⋯⋯⋯⋯⋯⋯⋯⋯⋯⋯⋯⋯

贾寨社代办站⋯⋯⋯⋯⋯⋯⋯⋯⋯⋯⋯⋯⋯⋯⋯⋯⋯⋯⋯⋯⋯⋯⋯⋯⋯⋯

古城营社代办站⋯⋯⋯⋯⋯⋯⋯⋯⋯⋯⋯⋯⋯⋯⋯⋯⋯⋯⋯⋯⋯⋯⋯⋯⋯

梁二庄社代办站⋯⋯⋯⋯⋯⋯⋯⋯⋯⋯⋯⋯⋯⋯⋯⋯⋯⋯⋯⋯⋯⋯⋯⋯⋯

谢里庄社代办站⋯⋯⋯⋯⋯⋯⋯⋯⋯⋯⋯⋯⋯⋯⋯⋯⋯⋯⋯⋯⋯⋯⋯⋯⋯

南辛店社代办站⋯⋯⋯⋯⋯⋯⋯⋯⋯⋯⋯⋯⋯⋯⋯⋯⋯⋯⋯⋯⋯⋯⋯⋯⋯

香城固社马落堡分社代办站⋯⋯⋯⋯⋯⋯⋯⋯⋯⋯⋯⋯⋯⋯⋯⋯⋯⋯⋯⋯

香城固社代办站⋯⋯⋯⋯⋯⋯⋯⋯⋯⋯⋯⋯⋯⋯⋯⋯⋯⋯⋯⋯⋯⋯⋯⋯⋯

邱城社代办站⋯⋯⋯⋯⋯⋯⋯⋯⋯⋯⋯⋯⋯⋯⋯⋯⋯⋯⋯⋯⋯⋯⋯⋯⋯⋯

1952．2002年底信用机构人员统计表⋯⋯⋯⋯⋯⋯⋯⋯⋯⋯⋯⋯⋯⋯⋯⋯

二章储蓄存款⋯⋯⋯⋯⋯⋯⋯⋯⋯⋯⋯⋯⋯⋯⋯⋯⋯⋯⋯⋯⋯⋯⋯⋯⋯⋯

1952．1977年各项存款余额表⋯⋯⋯⋯⋯⋯⋯⋯⋯⋯⋯⋯⋯⋯⋯⋯⋯⋯⋯

2002年各社(部)各项存款余额构成一览表⋯⋯⋯⋯⋯⋯⋯⋯⋯⋯⋯⋯⋯

1978—2002年各社(部)各项存款余额表⋯⋯⋯⋯⋯⋯⋯⋯⋯⋯⋯⋯⋯⋯

1989—2002年全辖各项存款余额构成表⋯⋯⋯⋯⋯⋯⋯⋯⋯⋯⋯⋯⋯⋯⋯

三章贷款⋯⋯⋯⋯⋯⋯⋯⋯⋯⋯⋯⋯⋯⋯⋯⋯⋯⋯⋯⋯⋯⋯⋯⋯⋯⋯⋯⋯

第一节民间借货⋯⋯⋯⋯⋯⋯⋯⋯⋯⋯⋯⋯⋯⋯⋯⋯⋯⋯⋯⋯⋯⋯⋯⋯⋯

第二节新中国成立前根据地解放区农贷⋯⋯⋯⋯⋯⋯⋯⋯⋯⋯⋯⋯⋯⋯⋯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后信贷⋯⋯⋯⋯⋯⋯⋯⋯⋯⋯⋯⋯⋯⋯⋯⋯⋯⋯⋯⋯⋯

附一：成功的尝试⋯⋯⋯⋯⋯⋯⋯⋯⋯⋯⋯⋯⋯⋯⋯⋯⋯⋯⋯⋯⋯⋯⋯⋯

附二：县联社是怎样抓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创建

信用村(镇)试点工作的?⋯⋯⋯⋯⋯⋯⋯⋯⋯⋯⋯⋯⋯⋯⋯⋯⋯

1960年一1977年全辖贷款余额表⋯⋯⋯⋯⋯⋯⋯⋯⋯⋯⋯⋯⋯⋯⋯⋯⋯⋯

1978—2002年各社(部)各项贷款余额表⋯⋯⋯⋯⋯⋯⋯⋯⋯⋯⋯⋯⋯⋯

2002年各社(部)各项贷款余额占用情况一览表⋯⋯⋯⋯⋯⋯⋯⋯⋯⋯⋯

四章利率⋯⋯⋯⋯⋯⋯⋯⋯⋯⋯⋯⋯⋯⋯⋯⋯⋯⋯⋯⋯⋯⋯⋯⋯⋯⋯⋯⋯

1949—1979年银行储蓄存款利率表⋯⋯⋯⋯⋯⋯⋯⋯⋯⋯⋯⋯⋯⋯⋯⋯⋯

1980—1989年银行储蓄存款利率表⋯⋯⋯⋯⋯⋯⋯⋯⋯⋯⋯⋯⋯⋯⋯⋯⋯

1990—1995年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表⋯⋯⋯⋯⋯⋯⋯⋯⋯⋯⋯⋯⋯⋯⋯⋯⋯

1996—2002年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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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80年银行农业贷款利率表⋯⋯⋯⋯⋯⋯⋯⋯⋯⋯⋯⋯⋯⋯⋯⋯⋯

1980—1989年银行贷款利率表⋯⋯⋯⋯⋯⋯⋯⋯⋯⋯⋯⋯⋯⋯⋯⋯⋯⋯⋯

1990～1995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表⋯⋯⋯⋯⋯⋯⋯⋯⋯⋯⋯⋯⋯⋯⋯⋯⋯

1996～2002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表⋯⋯⋯⋯⋯⋯⋯⋯⋯⋯⋯⋯⋯⋯⋯⋯⋯

第五章收贷收息⋯⋯⋯⋯⋯⋯⋯⋯⋯⋯⋯⋯⋯⋯⋯⋯⋯⋯⋯⋯⋯⋯⋯⋯⋯⋯

第一节收贷⋯⋯⋯⋯⋯⋯⋯⋯⋯⋯⋯⋯⋯⋯⋯⋯⋯⋯⋯⋯⋯⋯⋯⋯⋯⋯⋯

第二节收息⋯⋯⋯⋯⋯⋯⋯⋯⋯⋯⋯⋯⋯⋯⋯⋯⋯⋯⋯⋯⋯⋯⋯⋯⋯⋯⋯

附：“十心工程”破解收贷难⋯⋯⋯⋯⋯⋯⋯⋯⋯⋯⋯⋯⋯⋯⋯⋯⋯⋯⋯⋯

1961—1989年全辖贷款放出、收回、余额表⋯⋯⋯⋯⋯⋯⋯⋯⋯⋯⋯⋯⋯

1990～2002年全辖贷款放出、收回、余额表⋯⋯⋯⋯⋯⋯⋯⋯⋯⋯⋯⋯⋯

2002年全辖贷款发放、回收、余额情况一览表⋯⋯⋯⋯⋯⋯⋯⋯⋯⋯⋯⋯

2002年各社(部)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一览表⋯⋯⋯⋯⋯⋯⋯⋯⋯⋯⋯⋯

1961～1989年全辖信用社收入一览表⋯⋯⋯⋯⋯⋯⋯⋯⋯⋯⋯⋯⋯⋯⋯⋯

1990．2002年全辖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一览表⋯⋯⋯⋯⋯⋯⋯⋯⋯⋯⋯⋯

1990—2002年全辖收息额构成一览表⋯⋯⋯⋯⋯⋯⋯⋯⋯⋯⋯⋯⋯⋯⋯⋯

第六章贷款的豁免与核销⋯⋯⋯⋯⋯⋯⋯⋯⋯⋯⋯⋯⋯⋯⋯⋯⋯⋯⋯⋯⋯⋯

第一节贷款的豁免⋯⋯⋯⋯⋯⋯⋯⋯⋯⋯⋯⋯⋯⋯⋯⋯⋯⋯⋯⋯⋯⋯⋯⋯

第二节贷款的核销⋯⋯⋯⋯⋯⋯⋯⋯⋯⋯⋯⋯⋯⋯⋯⋯⋯⋯⋯⋯⋯⋯⋯⋯

1992。2002年各社(部)贷款呆账核销表⋯⋯⋯⋯⋯⋯⋯⋯⋯⋯⋯⋯⋯⋯

第七章社员、股金与分红⋯⋯⋯⋯⋯⋯⋯⋯⋯⋯⋯⋯⋯⋯⋯⋯⋯⋯⋯⋯⋯⋯

第一节社员⋯⋯⋯⋯⋯⋯⋯⋯⋯⋯⋯⋯⋯⋯⋯⋯⋯⋯⋯⋯⋯⋯⋯⋯⋯⋯⋯

1988．2002年各社(部)社员户数统计表⋯⋯⋯⋯⋯⋯⋯⋯⋯⋯⋯⋯⋯⋯

第二节股金与分红⋯⋯⋯⋯⋯⋯⋯⋯⋯⋯⋯⋯⋯⋯⋯⋯⋯⋯⋯⋯⋯⋯⋯⋯

附一：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 ⋯⋯⋯⋯⋯⋯⋯⋯⋯⋯⋯⋯⋯⋯

附二：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章程⋯⋯⋯⋯⋯⋯⋯⋯⋯⋯⋯⋯⋯⋯⋯

1964．1978年社员股金及分红统计表⋯⋯⋯⋯⋯⋯⋯⋯⋯⋯⋯⋯⋯⋯⋯⋯

1976。2002年各社(部)社员股金统计表⋯⋯⋯⋯⋯⋯⋯⋯⋯⋯⋯⋯⋯⋯

1981—2002年各社(部)股金分红表⋯⋯⋯⋯⋯⋯⋯⋯⋯⋯⋯⋯⋯⋯⋯⋯

1990—2002年各社(部)股金利息表⋯⋯⋯⋯⋯⋯⋯⋯⋯⋯⋯⋯⋯⋯⋯⋯

第八章财务管理会计核算⋯⋯⋯⋯⋯⋯⋯⋯⋯⋯⋯⋯⋯⋯⋯⋯⋯⋯⋯⋯⋯

第一节财务管理⋯⋯⋯⋯⋯⋯⋯⋯⋯⋯⋯⋯⋯⋯⋯⋯⋯⋯⋯⋯⋯⋯⋯⋯⋯

196l～19r78年盈亏情况表⋯⋯⋯⋯⋯⋯⋯⋯⋯⋯⋯⋯⋯⋯⋯⋯⋯⋯⋯⋯⋯

1979—2002年各社(部)盈亏情况表⋯⋯⋯⋯⋯⋯⋯⋯⋯⋯⋯⋯⋯⋯⋯⋯

1986～2002年各社(部)缴纳营业税及附加情况表⋯⋯⋯⋯⋯⋯⋯⋯⋯⋯

1987，2002年各社(部)缴纳所得税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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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会计核算⋯⋯⋯⋯⋯⋯⋯⋯⋯⋯⋯⋯⋯⋯⋯⋯⋯⋯⋯⋯⋯⋯⋯⋯⋯(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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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往来结算⋯⋯⋯⋯⋯⋯⋯⋯⋯⋯⋯⋯⋯⋯⋯⋯⋯⋯⋯⋯⋯⋯⋯⋯⋯⋯(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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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审计稽核⋯⋯⋯⋯⋯⋯⋯⋯⋯⋯⋯⋯⋯⋯⋯⋯⋯⋯⋯⋯⋯⋯⋯⋯⋯(287)

第一节机构沿革⋯⋯⋯⋯⋯⋯⋯⋯⋯⋯⋯⋯⋯⋯⋯⋯⋯⋯⋯⋯⋯⋯⋯⋯⋯(289)

第二节审稽⋯⋯⋯⋯⋯⋯⋯⋯⋯⋯⋯⋯⋯⋯⋯⋯⋯⋯⋯⋯⋯⋯⋯⋯⋯⋯⋯(289)

第十二章教育与科技⋯⋯⋯⋯⋯⋯⋯⋯⋯⋯⋯⋯⋯⋯⋯⋯⋯⋯⋯⋯⋯⋯⋯⋯(301)

第一节职工教育与培训⋯⋯⋯⋯⋯⋯⋯⋯⋯⋯⋯⋯⋯⋯⋯⋯⋯⋯⋯⋯⋯⋯(303)

一、文化教育⋯⋯⋯⋯⋯⋯⋯⋯⋯⋯⋯⋯⋯⋯⋯⋯⋯⋯⋯⋯⋯⋯⋯⋯⋯⋯(303)

二、业务、技术培训⋯⋯⋯⋯⋯⋯⋯⋯⋯⋯⋯⋯⋯⋯⋯⋯⋯⋯⋯⋯⋯⋯⋯(304)

1990～2()(Y2年职工教育经费开支表⋯⋯⋯⋯⋯⋯⋯⋯⋯⋯⋯⋯⋯⋯⋯⋯⋯(306)

第二节科技运用⋯⋯⋯⋯⋯⋯⋯⋯⋯⋯⋯⋯⋯⋯⋯⋯⋯⋯⋯⋯⋯⋯⋯⋯⋯(307)

第三节职称评聘⋯⋯⋯⋯⋯⋯⋯⋯⋯⋯⋯⋯⋯⋯⋯⋯⋯⋯⋯⋯⋯⋯⋯⋯⋯(308)

一、经济系列⋯⋯⋯⋯⋯⋯⋯⋯⋯⋯⋯⋯⋯⋯⋯⋯⋯⋯⋯⋯⋯⋯⋯⋯⋯⋯(308)

附一：经济员、会计员名录⋯⋯⋯⋯⋯⋯⋯⋯⋯⋯⋯⋯⋯⋯⋯⋯⋯⋯⋯⋯(309)

附二：县联社助师名录⋯⋯⋯⋯⋯⋯⋯⋯⋯⋯⋯⋯⋯⋯⋯⋯⋯⋯⋯⋯⋯⋯(310)

二、政工系列⋯⋯⋯⋯⋯⋯⋯⋯⋯⋯⋯⋯⋯⋯⋯⋯⋯⋯⋯⋯⋯⋯⋯⋯⋯⋯(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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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人事管理⋯⋯⋯⋯⋯⋯⋯⋯⋯⋯⋯⋯⋯⋯⋯⋯⋯⋯⋯⋯⋯⋯⋯⋯⋯(316)

一、信用社主任管理⋯⋯⋯⋯⋯⋯⋯⋯⋯⋯⋯⋯⋯⋯⋯⋯⋯⋯⋯⋯⋯⋯⋯(318)

二、原固定职工聘用⋯⋯⋯⋯⋯⋯⋯⋯⋯⋯⋯⋯⋯⋯⋯⋯⋯⋯⋯⋯⋯⋯⋯(318)

三、合同制职工招收和录用⋯⋯⋯⋯⋯⋯⋯⋯⋯⋯⋯⋯⋯⋯⋯⋯⋯⋯⋯⋯(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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