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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新方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必需，是继往开来，造福子孙
后代的千秋大业。在编纂过程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和唯物辩证观点，作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忠于史料，立足当代， “祥今

略古，祥近略远，古为今用，以今为主"的原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夹江县农村金融志》的编写，不仅为我县编纂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方志提供了可查考

而实用的资料，更主要是为本部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掌握我县农村金融的发展规律，

为今后的农村金融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的依据，从而使农村金融工作更好地服务于

“四化一建设。

《夹汪县农村金融志》的编写工作从一九八五年十月初开始至一九八七年三月底结

束，历经整整一年半时间。在县委、县政府，县志办的领导下，县支行指派了人员组成领

导小组，由张星源同志任组长、董流芳同志任付组长，下设办公室，办事员有黄中鑫，邓

洪春、许方元、王远全。由黄中鑫同志任主编、王远全同志任数据编辑。

在编纂过程中，几经修订纲目，查阅档案资料4 6 l卷，字数2 O 0万余，在支行各

股和各营业所，以及全县2 5个信用社的支持下，通过走访口碑，搜集编纂，始成此志。

本志从民国二十五年(1 9 3 6年)起至一九八五年止，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系统而祥

细地记载了我县农村金融事业的兴衰、信用社的发展，农业银行的“三起两落黟，并以农

村金融业务分类顺时记述。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充实。全志共十四万字(不包

括数目字)，共分五篇十六章四十二节，二十一个目，

由于编写部门志是项新工作，难度大，资料不全，加之我们水平低，缺乏经验，因而

谬误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本志编写诸承灌县，犍为农行，雅安(省)档案馆，夹江县档案馆以及其他兄弟行晦

大力帮助，县志办公室的指导，谨此一并致谢。

《夹江县农村金融志》编写领导小组

一九八七年三月兰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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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喙感谢溶捉碾子夹江县农村金融事业，记述了建国前后(1+9 3 6一l 9 8 5)夹江

县浓撇融赢业的发展概况，着重突出建国后三十六年来夹江银行和信用社在各个历史时．
期中的农业贷款，农村储蓄，农村结算和农村金融管理等业务工作，反映了在党政和上级

行领导下÷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农村金融方针政策和取得的主要成果；对于人民银行

时期的机构设置、货币发行，城市业务和民国时期的金融及货币情况均未予以叙述·．。’

、。本志主要取材于省、县档案馆，夹江县工商，农业银行的历年档案资料和银行，信用

社历年“决算报表黟、“统计资料黟，及多次采访我行有关股室知情人或当事人的口述笔

爨》镩排摩谭修酶：反复查对核实，’才使本《志>初具规模。⋯⋯ ⋯．． ：．

建国后，由于农业银行已“三起两落万，多次撤建，人事变动，史料的交接，，保管不

唆意蘸成络夹皿农村金融史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全县信用社从一九五四年建社至呷九五

六年的三年决算报表稠其它舞料全部丢失，故本志所记载信用社的业务数据只能从一九五

七年开始。其中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 搿大跃进一，。人民公社化”期间，实行“大公

社彦(九个社联合)核算，’如甘江、甘露，甘霖合并为甘江公社I云吟◆i焉江，蟠龙，茶

坊合并为云吟公社l永兴，顺河合并为永河公社，木城，迎江，南安合并为木城公社。几

年间，以上各信用社的报表数据只反映了大公社而无分社数据查考，解放后三十六年来，

人，农两行几分且食，，．帐表合并，使银行农业贷款和农村存款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

也无法反映荬昧发生额，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实行存贷款帐户合一，也无法反映农

贷的实际发生额。‘还有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全县农村社队筹集。四化嚣资金，此事

当时均由银行和信用社办理，但由于“文革"期间，对资料保管不善，所有资料全部丢

失，现已无法查考。

本‘志》所附银行，信用社农业贷款的放出，收回数据资料中，有个别科目呈现出

收，放不等，其原因是科目调整频繁，新旧科目结转所致，所附银行农村储蓄存款，在

八。年以前只含各营业所储蓄存款，不包括县支行营业室。

为叙述方便，本《志》采用如下简语-

夹江县人民银行称1人行或县人行。

夹江县农业银行称l农行或夹江农行。

农业银行未正式恢复前的人民银行称-银行。

乐山地区中心支行称·中支。

四川省人行，．四川省农行称l省分行或分行。 i

乐山市农业银行称。市支行。

农村信用合作社称。信用社。

银行相信用社称l行，社。

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称·社、队。

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四年的统计数字，以。万元"为单位是旧人民币，：相当于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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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矗元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称。建国以后，反之称建国以前。

推翻满清政府以后的中华民国时期称：民国时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称。十一届三中全会。

“大跃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次冒进。它是五八年树立的“总

路线’’，“大跃进劳，搿人民公社黟三面红旗之一口具体内容是工业，一农业，各行各业全

面跃进，提出工农业发展速度要超英赶美，由于它违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最后以失败告

终o j， ¨一1j

l 肛人民公社力一一是我国农业战线上出现的一次体制变革，实行政社合一，改乡为公

社，它比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规模和所有制上都提高了一步，其特点是一大二公。这

种体制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到一九八二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到户为止，历经二十多

年。 ’一．
，

． 。

“文革黟一一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简称。又称矗十年浩劫矿或
“十年动乱"。 ：

．“四人帮"一一是文化大革命中，以王洪文、雩长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为首，结成

反革命集团，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叔，复辟资本主义，七六年被粉碎，故称“四人

帮"。· ’·
。

。．
。

t“四化’’一一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夹江县农f村金融志》编写办公室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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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夹江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青衣江畔，东接眉山青神，西连蛾眉，南界乐山，北与丹棱

拱雅毗邻，全县面积7 4 8．5平方公里。夹江水陆交通称便，青衣江流经县城西南，水

势平润，船筏来往频繁，是本县解放前的唯一水上交通线I成嘉公路经过此地，解放后随

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夹江公路干线还勾通了蛾眉，青神，洪雅，每月运行车辆络绎不

绝，真可谓四通八达。夹江地形结构完备，坝丘山居全，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主要产品

除粮油之外，还盛产柑桔、土菸、茶叶以及林牧渔禽煤’历代产品纸为大宗，茧丝，自

蜡，土布次之。夹江国画纸历|来享有盛誉，而今远销东南亚。

夹江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下，绝大多数贫苦农民和小手

工业者仍是入不敷出，度日如年，受高利贷者盘剥，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民国时期，夹江亦有农村金融机构及其管理机关。民国二十五年(1 9 3 6年)，夹

江县政府设有推进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农村合作办事处"，后改为“合作指导室炒，全

县农村以保为单位成立“有限责任信用合作社一四十五个，民国二十九(1 9 4 O年)，

四川省合作金库又在夹江正式成立县库，县以下各乡镇信用合作社又有所增加，据民国三

十年十月夹江县合作金库业务报告统计，全县巳成立信用合作社九十九个，生产合作社二

个，运销合作社二个，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县上一些官方人事还组织了夹江县农

业金融促进委员会，民国三十二年(1 9 4 3年)，中国农民银行成都支行也伸入夹江，

由县合作金库代办，设立夹江代办所。但由于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爆发，加之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整个中华民族经济遭到摧残，通货澎胀，经营亏损，资金短缺，迫使

以上农村金融组织和管理机构，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相继解散和撤迁。四川省银行夹江办

事处和夹江县银行，也奄奄一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九五O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

和中国银行成都分行组织的眉山专区银行军管代表小组到达夹江，李力生为组长，接管了

原四川毯银行夹江办事处和夹江县银行。同年四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夹江县支行正式成立

开业，同年五月十四日，中国人民银行眉山办事处派康世泰暂代行长，杜文忠任业务股助

员。一九五一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川西分行批准，先后成立了木城、甘江、马村、华头四个

营业所。银行营业所农金员经常深入农村，直接向农民发放贷款和宣传动员储蓄。从此夹

江县农村金融业务迅速发展，迈入了新的里程．

一九五四年初，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在中共夹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人民银行夹江县支行在蟠龙乡试点建立起了全县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一九五四年

一月三十一日以筹委会名义开业，二月二十四日正式成立。在取得建社经验基础上，同年

七月，全县首批七个信用社(新新，土门、胜利，顺河，迎江，云吟，复兴乡信用社)相继

成立开业，一九五五年二月，全县第二批八个信用社(永结、甘露、甘霖，民主，太平，青

竹，马村，歇马乡信用社)也先后成立，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三批悦连，麻柳，华

头，和平、南安、中兴，甘江乡等七个社也先后成立，一九五六年一月，i焉江乡信用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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