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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金融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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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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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台{宝
刖 青

《丹阳市金融志》是丹阳市第一部金融专业志，也是新编《丹阳县

志》的一个组成部分。

《丹阳市金融志》的编纂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

记述丹阳金融事业的发展史实，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矽的原则，

并突出地方性和金融系统的特点，系统地概述了丹阳金融业的面貌。
丹阳金融业历史悠久，早在明末清初，丹阳就有典当，钱庄，清朝

末年丹阳计有典当八家，钱庄十一家。民国时期，官僚资本银行纷纷来

丹设立分支机构，解放前夕，丹阳金融业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

农民银行丹阳办事处等六家银行和一家中央合作金库。旧的金融业既有

投机专营，剥削人民财富的一面，也有重视人才开发、管理制度严格，

信息灵敏，灵活融资等可借鉴之处。此外，1942年至1943年，我党为反

对敌伪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曾在丹阳延陵镇成立江南抗日根据地
第一家银行一一惠农银行，并发行抗币。借以稳定根据地金融。1949年4

月丹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官僚资本银行和其

他金融业韭对其进行清理整顿，改变了它们原育金融业的性质。根据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继中国人民银行丹阳支行成立后，又先后设

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
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社会主义性质的金融机

构，形成为统一的国家金融体系。

，编纂《丹阳市金融志》，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

新的尝试。由于编志人员缺乏经验，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加上“文化大

革命力十年内乱，加剧了资料散失，虽经多方收集，仍嫌资料不足，因

此对于本志存在不足之处，敬请专家、老同志和读者给予指正。

本志编纂过程中，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领导都非常重’

视，给予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持。全体编纂人员不辞辛劳，调查研究，

勤于笔耕，丹阳市志办公室给予具体指导帮助，行内外不少同志(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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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老同志)提供资料，还有热情关心金融工作的社会人士如丹阳钱

币学会各位理事积极参予调查研究，给写好金融志提供育力的帮助。在

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l
‘，4¨⋯ 丹阳市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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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丹阳市金融志》(1988年2月1日丹阳撤县建市，原丹阳县改

称丹阳市，本志部分章节写至1 990年故用《丹阳市金融志》)为行业

志。既按照志书体例，又照顾各专业银行特点，求大同，存小异，文体

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内容以志为主，兼用图、表、录及专记等形式。

二、《丹阳市金融志》上限1737年(清乾隆二年)，下限1985年，

大事记及部分章节延至1990年。

三、本志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分15260节，书末设编后，计二十
八万余字。

四、为体现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解放前着重叙述典当业、银钱业

和旧钱币的沿革和兴衰，对钱庄和银行按开办时间的先后作一简介。解

放后除简述发行人民币经过外，着重概述丹阳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和

保险公司三十多年来的业务特点以及发展过程。对历年来发生的大事，

以年表排列。

五、本志编纂资料，主要录自丹阳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和保险公

司的档案资料、县，市、省档案馆档案资料，和各地图书馆有关历史文．
献、图书、报刊等文字资料，也有部分采访的口碑资料。 ．

六、各种货币统计数字，解放前均注明货币名称，解放后除注明货

币名称外，均为现行人民币。统计表中1 949m1 955年期间的旧人民币数

额已按1：10000的比价折成现行人民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事记

(1787年一1990年)
1787年——1851年 ．

清乾隆二年(1737年)，全县有典当十三家。 ．

清道光成丰年间，丹阳流通的金属货币以白银为主。称为银锭或称银饼、元宝。有大，

中小之分。还有碎银作为辅助，找零之用。 ．

’

· 1851年——18781年。 ，

清咸丰，同治及光绪前期，丹阳流通的金属货币为银两和银元同时并用。

清光绪二年(1876年)，祥源钱庄开业，这是丹阳开设较早的钱庄。
1882年 ．．

．

清光绪八年，吕城镇阜兴典当开业，资本六万银元。接着县城内泰兴、汇昌，泰裕、泰

源典当相继开业。

1900年

，丹阳开始流通铜元，以制钱十文折换铜元一枚。至1937年，市场流通铜元日渐稀少。

1921年．

民国十年四月，常州富华储蓄银行(商办)在丹阳发展有奖储蓄。丹阳代办处有县商会

胡尹皆、双井巷吴襄卿、骏昶钱庄，立生钱庄。在吕城镇，访仙镇、蒋墅镇等地也设有代办

处。 ‘，

民国十年，丹阳中市大街开设了一家宝庆银楼。这是丹阳开设的第一家规模较大的银楼。

从此，丹阳有黄金饰品出售。 ． ．一

·1929年

民国十八年，商记堆栈开业。系上海银行镇江分行出资来丹阳开设。专做丝绸质押放款。

·1930年

民国十九年，江苏省农民银行丹阳分行开业。此乃丹阳开设银行第一家。为了发展农村

业务，在本县乡区五个较大集镇设立仓库，即访仙镇、珥陵镇、吕城镇，延陵镇，皇塘镇。

至民国廿五年，农业仓库增加到十二个，对农民进行储押放款。 ·-一 ’

1938年

民国廿二年五月一日，丹阳废除以银两为货币本位，实行以银元为货币本位。

同年九月，交通银行丹阳办事处开业。 ’·一 ’

．
． 1934年 ～

民国廿三年，中国银行丹阳办事处开业。 · 一 ! 。

1835年
’ 。¨：～

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力，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

银行(后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在市场流通，由国家收兑，



并将白银收归国有。

1987年

民国廿六年，日军侵华，抗日战争爆发。11月下旬，丹阳沦陷，原有几家公办银行均撤

至上海，重庆，典当钱庄大部被毁。‘ _j．一， ‘；：一
。

、 、-

1938年

’民国廿七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入侵，市民被迫使用日本军用券。

1941年 -

民国卅年一月，汪伪政府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力。以中储券一元兑换法币

二元的比值收兑法币，并公布自六月廿二日起i禁止法币在市场流通。

+ 1942年‘，

民国卅一年十月，中共领导的苏南行署财经处为了发展抗日根据地白睑融事业，在本县
延陵镇设立惠农银行，发行惠农币．支持抗日革命活动。次年因日军下乡扫荡而撤走。

’

；一1944年

民国卅三年，江苏地方银行丹阳办事处开业，此为汪伪省政府所办，次年停办。

同年，本县开设江苏实业银行(商办)，次年停业。
， 1945年

民国卅四年九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玫府以一元法币收兑中储券二百元，并禁止中储

券使用。 一

、。 ： 1946年
。

民国卅五年一月，丹阳县银行开业。此乃官商合办。官股十分之二，商股十分之八。民

国卅七年增设分支机构一吕城办事处j
。

一

同年一月廿六日，江苏省农民银行丹阳分行复业。

，． 同年，11月中国银行丹阳办事处复业。

同年，交通银行丹阳办事处复业。

同年，11月中国农民银行丹阳办事处开业。

1947年 ，

民国卅六年八月，江苏省银行丹阳办事处开业。 √。

1948年

民国卅七年四月，中央合作金库丹阳分理处开业。
’ 同年八月十九日，丹阳流通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以金元券一元收兑法币三百万元，

民间持有的黄金和外汇，必须向官僚资本银行交售。

1949年

4月23日，丹阳全县解放。4月25H军管会派军代表董积五同志等共十人，接收国民党

。官僚资本银行，金库六家，官商合办银行一家。

5月，中国人民银行丹阳县办事处成立，首任办事处主任董积五。

5月初，我县人民政府张贴通告，宣布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金元券为非法货币，停止使用，

限期收兑。5月4日一6日三天组织收兑。四日、五日两天的比值为：伪金元券四千元兑换

人民币一元’六日的比值为·伪金元券六千元，兑换人民币一元。

5月，鉴于当时物价上涨，为保护群众利益，人民银行举办整存整取折实储蓄存款和活

l乙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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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折实储蓄存款。
’：

6月10N，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管会颁发了《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口严禁一切金银带出解放区，允许人民储存，允许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严禁投机

操纵、走私贩卖及私相买卖，或计价行使流通。”

6月13日，华东军管会电示：苏南各地区统一步调，停止银元兑换所营业，银元不准流

通和作为支付手段。本县开展了反银元贩卖投机的斗争。 ·，1’

。

7月，私营晋升钱庄通过增资验收，准许复业。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同纲领》规定。 “金融事业要受国家严格管理，

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经

理。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凡进行金融投机，破坏国家金融事业

者，应严厉制裁。、

11月下旬，访仙、吕城两个营业所建立，这是人民银行在农村集镇建立的第一批基层机

构。

1950年

1月，人民银行丹阳支行代理国家发行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一

。． 3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主要内

容为。1．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的管理，实现全国财政收支的平衡。2．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工

作，实现全国物资调拨平衡。3．统一全国的金融工作，实现全国现金出纳的平衡。指定中

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代理国库，实行现金管理和外汇管理。．

’3月12日，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丹阳代理处。董积五兼任主管员。?‘．

4月7日，政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4月中旬，本县人民银

行对机关、部队，公营企业、合作社等单位实行现金管理。 ．． 、

’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丹阳办事处改为丹阳县支行。首任行长董积五。一

5月8日，私营晋升钱庄因资金呆于外埠，资金周转失灵丽宣告停业清理。

6月，县支行农村金融工作组背包下乡，对重点灾区农民发放种籽，肥料贷款，先后发

放了四个区、卅三个乡、242个村，8200户，发放稻种207万斤。

。7月，为了保护储户利益，鼓励人民储蓄，举办整存整取保本保值储蓄存款。

11月20日，建立珥陵营业所、延陵营业所。这是人民银行在农村集镇建立的第二批基层

机构。
’ ；

1951年

；3月6日，贯彻政务院明令公布。关于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国境办法第(共六条)。

4月19．,9，政务院公布“防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共十一条)。．

4月，中国金融工会丹阳县人民银行委员会成立，工会主席汪雁鸣。

，10月liE[，新建新桥、埤城，陵口、司徒，导墅五个营业所。 1：

J， 1952年 一

1月20日起，全行同志积极投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搿三反运动芹，成立打

虎队(贪污一千万元旧人民币的称老虎)，全行业务处于维持状态。 ?：

3月～11月，县支行首次发放农田水利建设贷款。全县共发放大型水利工程贷款2．3亿

元(旧人民币)，‘帮助农民解决了约八万亩田的水利灌溉。’

一3



当年，新建了胡桥营业所、张埝营业所。

8月29日，交通银行丹阳代理处成立，负责对基建拨款监督。由人民银行货币管理股兼

管此项工作。

1953年

年初，江苏省分行确定丹阳支行为计划工作典型试验行，并派来以张放同志为组长的工

作组，协助丹阳支行搞好计划管理工作。

3月，导墅营业所蒋墅服务组发生一起失窃库款三百七十万元(旧人民币)的案件。

． 4月21日，全县第一个信用组一司徒区滨湖乡徐和尚信用互助组成立。

同年，刘余德同志卢企兰同志参加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召开的储蓄先进工作者代表会

议。

1954年

1月，丹阳人民银行代理发行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5--1958年连续发行了四期。

3月，导墅区成立朝阳乡信用合作社，这是本县成立的第一个信用社。

8月28日，县支行举办第一次信用合作社干部培训班，全县有229名信用社干部参加培训

(其中妇女9人)，为全面发展信用合作社打下基础。

10月1日，撤销交通银行丹阳代理处，同时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丹阳代理处。后于195。

年撤销。
‘

1955年

3月1日，根据国务院颁发《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旧的人民币的命令》，以新的人

民币一元兑换旧的人民币一万元。县支行组织收兑，到6月底止全县收兑旧人民币173．6亿元。

3月贯彻总行、分行会议精神，逐步改革信贷结算制度，明确财政拨款与银行信贷的分

工原则，改变按财务收支差额贷款的办法，逐步建立直接贷款，有计划，有目的、有物资保

证，按期归还的信贷制度。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取消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并加强计划管

理工作和经济研究工作。

5月28日，成立中国农业银行丹阳县支行。

6月，贯彻总行盘国营工业短期贷款办法黟，放款种类有。-1．超定额放款，2．结算

放款，3．大修理放款，4．特种放款，5．临时放款。临时放款到期不能归还时，银行捌

以扣款。

7月5日，吴修康任丹阳农业银行行长，姚双全任副行长。

1956年

4月，出席全省银行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的有：纪国安(出纳)、侯镜泉(会计)，张

光玉(信贷)、李成仁(农金)，先进单位代表国营企业信贷股股长周长蕙。

5月，成立交通银行丹阳办事处，仍由人民银行丹阳支行代管。后于1957年撤销。

7月，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金融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时间历时

四天，我县导墅营业所副主任李成仁光荣地参加了这次会议。7月15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

人毛泽东、刘少奇、彭真和邓小平等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并一起合影留念。

10月～12月，县农行根据总行召开的全国农场信贷专业会议精神，首次发放国营农场贷

款，共贷出27笔，15万元，支持农场农副业生产的发展。

11月下旬，周长蕙作为先进集体代表参加总行信贷结算工作先进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

怦-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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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获得锦旗一面的奖励。
、

1957年

9月6日，县农业银行撤销，人员，业务仍并入县人民银行。

11月县人行召开全县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布置清理农贷工作，落实债权债务。
“

1958年

3月份，本县开展“地方工业建设储蓄劳，掀起了“全民办工业，大家聚资金，人人都

储蓄，建设新丹阳"的热潮。

8月15日，中共丹阳县委批转丹阳县人民银行《关于撤销信用合作社，建立信用部工作

报告》。

9月江苏省政府召开全省财贸系统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丹阳出席会议的先

进个人代表是张光玉，林润增。

10月，全县实现入民公社化，银行基层营业所和公社信用部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公社。

’同年秋，掀起“大跃进，，“大破大立刀的浪潮。商业贷款实行“存放合一力银行内部废

除分户帐，实行凭证代帐、取消专职复核，实行“记帐、付款一手清黟的个人负责制黟，造

成帐户核算和现金收付方面的混乱。

12月，沪宁线陵口段铁路复线工程施工，漕塘营民工张佩春等八人在大泊乡，发现战国

时期(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楚国金币贰块，一块重4．837两，另块重2．895两，每块

均镌有“鄄爰一贰字，此贰块金币现分存南京博物院和北京博物院。

f 1959年

4月，开展江苏省地方工业建设储蓄，省分配我县任务廿万元，超额完成。此项资金全

部划省分行，由江苏省政府统一安排使用。

5月，贯彻国务院规定，对国营工商企业所需用的流动资金，改变过去定额内财政拨

款，定额外由银行贷款氍作法，实行全部流动资金由银行贷款供应(即全额信贷)o

9月4日，江苏省第二期男存整取有奖有息储蓄，在本县人民大会堂当众举行开奖。
1960年

4月，县商业局，粮食局，人民银行等单位联合发出通知，，增加侨汇物资供应。凡一百

元人民币侨汇，可凭证增加供应粮食12市斤，食油2市斤，猪肉2市斤，食糖2市斤，棉布

10市尺。

2月22日，全省银行系统计划统计工作现场会在我县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本省各专

区、市，县的代表外，还有总行首长和山东，浙江，安徽、上海等省市的代表共一百余人。

1961年

2月7日，县人行会同经委会．．劳动工资部，财政局联合发出通知，从三月份起，全面

实行工资基金管理。

4月，贯彻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关于改进国营企业流动资金供应办法的报

告。定额流动资金实行大部分由财政拨款，小部分由财政拨交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办法，取消

全额信贷，七月份起实行。

1962年 ．

3月，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

的决定》(简称银行六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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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丹阳县人民委员会，转发省人民委员会搿关于下达加强信贷管理的三个规定

的通知黟，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

控制货币发行的规定》，并根据我省几年来信贷工作的经验教训，特在原来有关信贷工作规

定的基础上，制订“关于国营工商企业信贷范围的规定力。“关于国营工商业以外的若干企

业单位信贷范围的规定一。“关于农业贷款的使用范围的规定弦。

10月，商业系统(不包括供销社系统)实行存、贷分户管理，停止实行金额信贷，改由

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实行存款户和贷款户分户管理的办法。

1969年

3月20日一4月30El，县人行派员配合胡桥营业所进行1961年以前农贷清理试点，四月

底全面结束内部帐据核实，归户换据工作。

1964年 ，

1月6日，县人行发出《关于窦庄乡信用社会计朱××挪用公款，伪造抢劫案的通报》，

通报说l“朱××从58年下半年至63年12月19日止，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挪用公款2139．75元，

以伪造抢劫案，企图达到个人贪污的目的。案发后，经教育承认抢劫系谎报。黟后给以开除

公职之处分。

1月12日，中国农业银行丹阳县支行恢复建立，戴璧城任副行长主持全面工作。

。2月，县农行会同县人行，组织力量深入基层营业所，帮助建帐建制，做到逐所监交，

通过复查验收，基本符合总行，分行的要求。

4月，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十二个公社的信用社作了面上整顿，派出工作组对窦

庄，胡桥等四个信用社作了较彻底的整顿。
‘

一4月15日起至5月14FI止，县支行奉上级命令，限期收回苏联代印的叁元券、五元券，

拾元券三种人民币钞券。

7月一10月县农行接办了19个国营农业企业的拨款工作。． ．，．．

1965年

11月26日，国务院批转农业部，总行《关于社队会计辅导工作由农业部转给银行主管的

报告》，县农行据此贯彻执行。 ，

12月13日，中国农业银行丹阳支行奉令撤销。人员，业务并入人民银行。

同年，根据省分行指示，县支行成立政治处，各营业所配备政治指导员。

。 1966年

‘7月， 搿文化大革命黟开始，．支行干部，职工纷纷成立各种造反派组织，投入靠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刀。

．9月30El，县人行发出《关于陵口信用社被窃案件的情况报告》，报告说t“9月11日

深夜，坏分子从信用社营业间后墙窗下拆墙挖洞，潜入室内，将保险箱翻出，撬开锁，窃走

现金1299．72元。一
一 11月29日，中共丹阳县监委发出(<关于开除贪污分子朱××党籍的决定》，决定说。朱

××54年参加新桥信用社工作，从62年Y65年4月，先后贪污挪用公款3248．78元，其中社

队及个人存款利息，社会减免款，救济金689．08元，挪用托放资金、各种存款，集体生产资

金2559．70元。

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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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县人民银柠坚决顶住经济主义歪风，

对不符合规定的支出，均拒绝支付。

1968年 一

2月，按照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中发(1968)31号通知

第十条规定，对叛徒，特务等十种人在银行的储蓄存款予以冻结，不准提取。

4月，解我军最军代表进拄支行，经过二渡革命造夏组织的大联合，成立丹阳县支行革

命委员会，汤逼海任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

2月1．O日将县财攻局，税筹局、人民银行，城镇说务所，房营所合并，成立丹阳县财政

金融服务站荸委会，“文汜大革令才期司，一衰对明J吧瑕务生产雷成是单纯拓给浅∥，把抓

业务，学发术营成是矗不同攻冶’’， “业务崖坤修，对詹贷资鑫拇睫用孜松监督，对合理的
规章制变不敢坚持执行。

’

1970年

3月，县支，厅嚣I讶书央更阵莆冲，开民“一汀三夏’，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皤动，反对

贪污盗窃，反对没钆鲥把，反对铺张浪费)。。。： ．

6月5日，丹阳县财釜】艮务坫事蚤会，改为砰阳县事蚕含财发面。负责人：张锬林，汤

通海、费华、王学宽、王凯。

’1971年

4月21日贾彻争央，国务浣(<认真救砰清理1961年以前农村四项欠款的意见》，豁免

1961年以前茛椅、止队欠国家银行琦四顷欠款：赊硝歙，预付款，预陶定金，农业贷款。

1972年 ．4

3月，县局(支行)艰工作组两云林公浊，帮动进队总结民主理财工作经验，并在全县

农金工洚会议上1|乍了介绍。 ．； ，

V。

5月，全县普遍准厅是芝厘财工乍，同时歼民青理“三吏一宕黟活动，帮助生产队建立
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1973年， ．，，

2月，县局(交行)贯两争共中央(71)82号和省(72)56号文件精神，召开了大队会

计会议，为搞蟹生产队财务，帐改工作进行丁骨干培iJII。

7月，县支行靠置开展信用证整陡工作，至74年6月，全县28个信用社整社工作全部结束。

7月，贯彻正苏葺分行绪誊工作座谈会精神，检查了储蓄工作中的错误，解冻了一批冻

结的存款，1978年中央怍了明确规定，文革期间被查抄冻结的存款，全部解冻，一次发还，

并按照银行规定付给利息。 ，， 。。 -．

1974年 ：， J’：：‘

2月16日，总}亍顶希T搿中国人民银厅垒国茨厅，主装铡童，和搿中国人民银行会计档案

管理办法"。本县认真贯彻执行。

1975年 。

‘月，组织垒本行洼干部学习中央九号史阵，开展搿三清一工怍(清财产、清资金、清

帐目)并通过口三青修加殛会计出璃工乍，贯彻也青，边改，边逮约原则，建立缝全凌帐分

管，帐耍复凄，残要复点，日青月绪，双入管库，双人押运等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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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

5月25日，根据上级指示，县革委会决定恢复中国人民银行丹阳县支行，负责人：戴璧

城，胡世平。

1978年

1月6日，县支行按国务院通知精神，停止以实物收据办理托收。

2月30日，县支行配合县农办培训了全县生产队会计533人，其中新手145名，提高了他

们的政策和业务水平。

4月12日，组织全体干部和职工学习国务院《关于整顷和砸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

并组织六人的工怍组比隆卜所，往斌氙，至6月蓖基长客茕，通立姿埂．澄青r旋4四人帮

搞孔均愚强．明角r址含兰泛侮盒敲方向，克I艮言黄音埋扁公、结尊敬隆监舒．强埂向，并结

合清查了行社的全部帐户。

5月15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丹阳办事处成立。主任：丁振。

8月根据江苏省革委会117号《关于生产队财务管理若干问题暂行规定》的文件，接办

生产队会计辅导工作。
’

9月，江j5：省分，亍发出((关于芷全省扩大准行城乡限额结岸办法均通知》，全县从lO月

15B执行。

1979年

4月，县支行集中培ⅥJl了生产队会计600余舀，其中新手150名。

5月蒋墅营业所主任贺，J、章同志代畏先进集体出席江苏管人民玫待召开的先进集体表彰

大会。 。一
。

．一
。

二
·．．

一 ～

7月，人民银行试行企业管理，内部实行经济核算，考核六项经营成果。一、资金运用，

=，工作质量，三、工作效率，四，费用开支，五，利润，六、储蓄存款。

lo月，贯彻国务院}比准拇《中国人民银行干部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系统的干

部，实行银行与地方双重领导，以银行为主的管理体制。 j

1980年

5月18日，恢复建立中国农业银行丹阳县支行。

5月22日，任命_；}吐锁钧为中国农业银行丹阳县交行行长，余志云为副行长“

5月，K-季度起，改革银行信贷计划体制，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

差额控制。万的管理办法。
’

6月zoEl，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丹阳办事处改为丹阳县支行。任命张敏文为丹阳县支行行

长。
。

．

9月5日建立中国人民屎险公司丹阳县支公司，在县入行没保险股，对外撞搿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丹阳县支公司’’牌子。

9月12日，为适应窟用合涫事业髭晨挣着要，经县财办批准，丹阳县詹用合作联社正式

成立。 ：

‘

同年，人民银行砰『j日县吏行汁射硬陂眚分fjf淖为1980年先进集体。接着，1981年也被省

分行评为先进集体。 ·
。 ：I

，． 1981年
、

1月1日，中国茛业银行丹．5日县交行茸业鄂成芝，并斤始对外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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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代理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认购对象主要是企事业单位。
1月，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黟。

3月，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发出《关于全省各地从三月份起，恢复有奖储蓄的通知》，

《通知》规定有奖储蓄分为有奖有息和有奖无息两种。接着丹阳举办了有奖储蓄。

6月25日，中国农业银行省分行发出《关于银行、信用社主办会计工作试行条例》。

12)1 9日，省政府颁发((中国农业银行稽核制度》，从1982年1月1日开始试行。

1982年
4

4月，各行、司组织全体同志认真学习国务院颁发的《全国职工守则>×<企业职工奖惩条

佣，》有效地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卜，

5月22日，访仙营业所出纳员孙××严重违反金融法规，现金收入搞空收宕库，包庇邮

电局营业员陈某某的贪污罪行，构成包庇罪，被开除公职，县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一年。

7月，代理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认购对象：单位和个人，上级分配任务219万

元。完成273．7万元。83年，84年、85年每年都代理发行国库券。

该年，人民银行丹阳县支行信贷股被省分行评为1982年先进集体、1983年先进集体。

1983年

3月一4月，县农行全面实行了“个人申请，一次核定，发卡(证)到户、分次发放"

的农贷祈办法，全年共发放贷款卡60851户。改革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深受群众欢迎，

12月31日，农业银行镇江中心支行批准，我县西郊营业所成立，84年1月5日起正式对

外营业。

1984年 ‘

1月根据国务院决定，县人民银行加挂“中国工商银行丹阳支行"的牌子，采取g一套

班子，两块牌子，资金分开，两套帐目纾的办法。

12月，中国银行丹阳办事处开业，办事处主任陈松龙。

1985年

丹阳工商银行计划股被省分行评为1984年先进集体。

5月，保险业务从县人民银行划分出来。保险公司升格为县局级，任命洪克盛、张荣生

二人为副经理。 ‘．

保险公司丹阳县支公司业务股1985年被省公司评为先进集体。

1986年

86、87连续两年丹阳农行被省农行系统授予金融先进单位。

是年，朱玲美同志被授予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称号。1980年一1990年连续十一年被省

分行评为金融先进工作者。

86年丹阳农行被省农行系统授予农村储蓄超亿元优胜单位。 ．

86，88、90三年丹阳农行工会被省农行系统授予工会先进集体。

1987年

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丹阳县支行重新建立，任命马志华为行长。

4月，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市支行先后任命丹阳支行四名副行长。张国庆(主持工作)，

睦锁龙，毛生坤、裴彤顺(张国庆1988年8月任正职)。

10月，中国银行丹阳办事处改为丹阳支行，行长王建国，副行长郦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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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农业银行丹阳县支行被镇江市政府授予先进单位。

同年，工商银行丹阳县支行被评为省工行系统文明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1988年

‘中国人民银行丹阳县支行被省分行评为1987年先进单位。此后，88年、89年90年连续被
1

镇江市分行和省分行评为先进单位。 f

同年工行出纳科被评为省工行系统先进集体。
“

同年，中国眼行丹。；日县炙行渚骞等柜凌省分厅洋为1988年俘汇先进集体。 一

同年，丹：j日衣行凌中国i殳行总行漫予离贷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i．

同年，丹jfj衣行孜酋捉行授予衣}寸锗蓄迢贰亿元优胜单位。

jv· 同事，中国茂业银厅濠，厅耽准丹日衣厅为全雷企业营理(《二级企业》。

同年，中国人民逢漫眼行丹，日县支行营业郑绪蓄柜凌省逢行洋为1988年先进集体。

同年，保险公司丹阳县支公司1988年被省公司评为先进单位。

1989年 ，

．中国银厅丹．循市吏行1989年。被省分行评为先进草位。

中国银行丹羽市支『亍存汇专陋1983年波省分行；乎为先进集体。

丹珥捉业银行被省分厅授予《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88、‘89年连续两年，丹．，日农行被酱分行浔为审汁工作先进集体。j； ，．．．

建设银行丹碍市支行澈饥应用1989年被建行总行洋为先进单位。
。

89、90年连续两年丹辑农，斤泼省获行淖为宣降艰导工阼先进集露。89年丹阳衣行泼捉厅

总行授予“精神文明建设黟，搿职工敦育乃先进集体。

陈泰顺同志1989年被中国农行总行授予职工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

柯金凤同志1989年被省农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授予“优秀女职工工作者"称号。 ，

1990年 一 。’
’

丹阳农行被省农行授予农储超三亿元优胜单位。

周福根同志86，88，89年波省农行洋为工会先进工作者。90年被农业银行总行授予“工

会先进工作者一称号。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丹阳市支行1990年被省建行评为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丹阳支行麻巷门储蓄所被省建行授予全省十佳矗文明窗口黟。

黄筱毛同志被工商银行省分行和总行评为文明优质服务标兵。

中国银行丹阳市支行1990年被省分行评为先进单位。

，中国银行丹阳市支行储蓄专柜1990年被省分行评为先进集体。

劢一lo—



大事 记

目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五，宣传与服务⋯⋯⋯⋯⋯⋯⋯⋯⋯⋯⋯．-．⋯⋯⋯⋯．．．⋯⋯⋯⋯⋯⋯．．．．．．⋯⋯(48>

第四章工商信贷⋯⋯⋯⋯⋯⋯⋯⋯⋯⋯⋯⋯⋯⋯⋯⋯⋯⋯⋯(52)
第一节私营工商业贷款⋯⋯⋯⋯⋯⋯⋯⋯⋯⋯⋯⋯⋯⋯⋯⋯⋯⋯⋯⋯⋯⋯⋯(52)

第二节工业贷款⋯⋯⋯⋯⋯⋯⋯⋯⋯⋯⋯⋯⋯⋯⋯⋯⋯⋯⋯⋯⋯⋯⋯⋯⋯⋯(55)

一，全民工业⋯⋯⋯⋯⋯⋯⋯⋯⋯⋯⋯⋯⋯⋯一⋯⋯⋯⋯⋯⋯⋯⋯⋯⋯⋯⋯⋯(55)
二，集体工业⋯⋯⋯⋯⋯⋯⋯⋯⋯⋯⋯⋯⋯⋯⋯⋯⋯⋯⋯⋯⋯⋯⋯⋯⋯⋯⋯⋯(57)

第三节商业贷款⋯⋯⋯⋯·：⋯⋯⋯⋯⋯⋯⋯⋯⋯⋯⋯⋯⋯⋯⋯⋯⋯⋯⋯⋯⋯．(59)

第四节技术改造贷款⋯⋯⋯⋯⋯⋯⋯⋯⋯⋯⋯⋯⋯⋯⋯⋯⋯⋯⋯⋯⋯⋯⋯⋯(65)

第五节信托业务⋯⋯⋯⋯⋯⋯⋯⋯⋯⋯⋯⋯⋯⋯⋯⋯⋯⋯⋯⋯⋯⋯⋯⋯⋯⋯(67)

第六节经济信息⋯⋯⋯⋯⋯⋯⋯⋯⋯⋯⋯⋯⋯⋯⋯⋯⋯⋯⋯⋯⋯⋯⋯⋯⋯⋯(67)

第五章农村金融⋯⋯⋯⋯⋯⋯⋯⋯⋯⋯⋯⋯⋯⋯⋯⋯⋯⋯⋯(69)
第一节农村存款⋯⋯⋯⋯⋯⋯⋯⋯⋯⋯⋯⋯⋯⋯⋯⋯⋯⋯⋯⋯⋯⋯⋯⋯⋯⋯(69)

一，集体存款⋯⋯⋯⋯⋯⋯⋯⋯⋯⋯⋯⋯⋯⋯⋯⋯⋯⋯⋯⋯⋯⋯⋯⋯⋯⋯⋯⋯(69)

二、农村储蓄⋯⋯⋯⋯⋯⋯⋯⋯⋯⋯⋯⋯⋯⋯⋯⋯⋯⋯⋯⋯⋯⋯⋯⋯⋯⋯⋯”(69)
三，储蓄利率⋯⋯⋯⋯⋯⋯⋯⋯⋯⋯⋯⋯⋯⋯⋯⋯⋯⋯⋯⋯⋯⋯⋯⋯⋯⋯⋯⋯(71)

第二节农业贷款⋯⋯⋯⋯⋯⋯⋯⋯⋯⋯⋯⋯⋯⋯⋯⋯⋯⋯⋯⋯⋯⋯⋯⋯⋯⋯(74)

一，各个时期的农业贷款⋯⋯⋯⋯⋯⋯⋯⋯⋯⋯⋯⋯⋯⋯⋯⋯⋯⋯⋯⋯⋯⋯⋯(74)

二、农业贷款利率的调整和变化⋯⋯⋯⋯⋯⋯⋯⋯⋯⋯⋯⋯⋯⋯⋯⋯⋯⋯⋯⋯(80)

三、农业贷款的清理与豁免⋯⋯⋯⋯⋯⋯⋯⋯⋯⋯⋯⋯⋯⋯⋯⋯⋯⋯⋯⋯⋯⋯(81)

第三节乡镇企业贷款⋯⋯⋯⋯⋯⋯⋯⋯⋯⋯⋯⋯⋯⋯⋯⋯⋯⋯⋯⋯⋯⋯⋯⋯(91)

一，萌芽时期社队企业概况⋯⋯⋯⋯⋯⋯⋯⋯⋯⋯⋯⋯⋯⋯⋯⋯⋯⋯⋯⋯⋯⋯(91)

二、产生时期社队企业贷款⋯⋯⋯⋯⋯⋯⋯⋯⋯⋯⋯⋯⋯⋯⋯⋯⋯⋯⋯⋯⋯⋯(91)

三，适度发展时期的社队企业贷款⋯⋯⋯⋯⋯⋯⋯⋯⋯⋯⋯⋯⋯⋯⋯⋯⋯⋯⋯(91)

四、高速发展时期的乡镇企业贷款⋯⋯⋯⋯⋯⋯⋯⋯⋯⋯⋯⋯⋯⋯⋯⋯⋯⋯⋯(94)

第四节农村商业贷款⋯⋯⋯⋯⋯⋯⋯⋯⋯⋯⋯⋯⋯⋯⋯⋯⋯⋯⋯⋯⋯⋯⋯⋯(96)

一、供销社贷款⋯⋯⋯⋯⋯⋯⋯⋯⋯⋯⋯⋯⋯⋯⋯⋯⋯⋯⋯⋯⋯⋯⋯⋯⋯⋯⋯(96)

二，集体、个体商业贷款⋯⋯⋯⋯⋯⋯⋯⋯⋯⋯⋯⋯⋯⋯⋯⋯⋯⋯⋯⋯⋯⋯⋯(97)

三、中短期设备贷款⋯⋯⋯⋯⋯⋯⋯⋯⋯⋯⋯⋯⋯⋯⋯⋯⋯⋯⋯⋯⋯⋯⋯⋯⋯(97)

四、粮食贷款⋯⋯⋯⋯⋯⋯⋯⋯⋯⋯⋯⋯⋯⋯⋯⋯⋯⋯⋯⋯⋯⋯⋯⋯⋯⋯⋯⋯(97)

第五节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98)

一，信甩合作社的由来和沿革⋯⋯⋯⋯⋯⋯⋯⋯⋯⋯⋯⋯⋯⋯⋯⋯⋯⋯⋯⋯⋯(98)

二，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经营⋯⋯⋯⋯⋯⋯⋯⋯⋯⋯⋯⋯⋯⋯⋯⋯⋯⋯⋯⋯⋯⋯(99)

三，利率、贷款作用及其经营效益⋯⋯⋯⋯⋯⋯⋯⋯⋯⋯⋯⋯⋯⋯⋯⋯⋯⋯⋯(100)

．四，信甩合作社的内部管理⋯．．．⋯⋯⋯⋯⋯⋯⋯⋯⋯⋯⋯⋯⋯⋯⋯⋯⋯⋯⋯⋯(100)

五、信用合作社规章制度⋯⋯⋯⋯⋯⋯⋯⋯⋯⋯⋯⋯⋯⋯⋯⋯⋯⋯⋯⋯⋯⋯⋯(100)

第六节农村社队财务辅导⋯⋯⋯⋯⋯⋯⋯⋯⋯⋯⋯⋯⋯⋯⋯⋯⋯⋯⋯⋯⋯”(102)
第七节农业拨款监督⋯⋯⋯⋯⋯⋯⋯⋯⋯⋯⋯⋯⋯⋯⋯⋯⋯⋯⋯⋯⋯⋯⋯⋯(104)

一、小型农EEl水利拨款监督⋯⋯．⋯⋯⋯⋯⋯⋯⋯⋯⋯⋯⋯⋯⋯⋯⋯⋯⋯⋯⋯⋯(104)

二、支持穷队资金拨款监督⋯⋯⋯⋯⋯⋯⋯⋯⋯⋯一⋯⋯⋯⋯⋯⋯⋯⋯⋯⋯一·(105)

乙乙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