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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
日

口金融黟，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是货币与信用活动的总称。只要存在着商品经济，就必

然有金融活动。它反映着经济活动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价值形式的活动，并对经济

话动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密县在很早以前就有金融活动，但是缺乏文字记载。这次编写的《密县金融志》是有史

以来第一次． 一

瓣我们这一代，是处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时代．我们所做的事业

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一千三百多名金融职工为之奋斗的密县金融事业，在一日千里地向

前发展，这是需要认真加以记载的．

为了“继往开来”和“古为今用一，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四行(人民银行，

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一司(保险公司)的共同努力下，由人民银行行长李明义

亲自主持，自一九八三年三月开始，经过五年多的时间，先后走访老银行、老粮行、老花行，

老京货，老杂货，老经纪，老煤窑，老银匠，老保险，老职工一百余人，对其中的不少人都

是走访了多次I共查阅密县金融系统档案三百多卷，查阅有关部门档案五十多卷，收集金融

史料三百余件，参阅有关金融书籍一百三十余册·共建立资料卡片八百多条一千余页，收集

各种资料约五百余万字。先后三易其稿，最后定为九章，四十八节，照片一百八十四片，表

五十九种，约三十余万字．

，在整个编志过程中，河南省钱币学会会长赵会元，河南省金融志编辑室徐维喜，密县二中

文史教师李鹤峰等同志对《密县金融志》的有关编目，章节，史实，文字都提出不少宝贵的

修改意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一九)kJk年七月



略J历届负责人只写主要负责人(包括副职抓全面工作的)，其他不再一一记载。 ·

i．‘ 九、《大事记))中老干部的现任职务，均指离退休以前的最后职务。Ⅸ密县金融系统股长，

主任以上干部表》的入伍时间是根据1985年以前历年档案登记表填写的。有些出生时间是根

据当时填的年'龄推算出来的，因有周岁，虚岁之别，故与实际可能会有悬殊。凡几经调入，

调出的，以最初调入和最后调出时间为准。“在密县行司职务黟栏内只注明最高职务。
。

．十、鉴于农村信用社历年总结数字均和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交织在一起，故业务活动情

况，未作单独叙述。 一

十一、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过的干部，由于机构，人员多次变更，档案资料又不齐全，

有些人的名字是通过老干部的回忆，并经过多次核对而记载下来的，可能还会有错误。

十二、《县级以上历年先进工作者》，是指所能收集到的县政府，地(市)支行以上命

名的年度劳模或先进工作者，不包括单项标兵和专业积极分子等。

·2。



述

密县，位于嵩岳东麓，有溱、洧二水，古为补国，郐国，密国，地势西高东低，形如殿

堂，故名日“密秒。据《说文通训定声》记载。 “(密)县三面皆山，惟东面缺，所谓山如

堂者，因以为名也。努

密县，东邻有熊(今新郑)、西邻阳城(今登封)，南邻阳翟(今禹县)，北邻荥泽

(今荥阳)，境内有莪沟新石器时代较早期遗址，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现有总面积九

百一十六平方公里，总耕地六十万零六千一百八十七亩，一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三户，五十三

万三千五百一十二人，十三个乡，二百七十九个村，二千八百三十五个居民组，粮食作物以小

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有桑权，银花，寒羊毛等’矿产有煤，翠石，铝石等；工业有造纸、

耐火砖等。

密县，距郑州商代古城遗址只有几十华里口并处于六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和四朝

古都西安的中间地带。因此，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和出土实物证明。自夏商开始，历代的主要

货币均在密县流通过。在春秋战国时期，密县属布币流通区，“郑"字布， “梁充当将布"

“阳城黟布，当是主要货币。以后的日本宽永通宝，安南国(即越南)景兴通宝及墨西哥鹰

洋，英国站人等，也曾流通到密县，同时，密县还处于郑州，禹州、荥,Jl{，洛阳、开封几不

不管的地方，历史上不断发生私铸，县西养钱池的铸钱遗址和清道光三年密县《禁私铸》告

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清末民初密县较大的私营钱庄也出票子，军阀混战时期的冯玉祥

阎锡山发行的军用票，因面额较大，密县当局曾发行过“转城角票"l解放初期，在发行中

nJl币的同时，为解决辅币不足，密县人民政府也曾发行过矗密县流通券”。总之，根据各有

关方面资料推算，自古迄今，在密县市场上流通过的各式各样的货币约在三千多种，其中仅

北宋神宗铸的熙宁，元丰两种年号钱就有二百余种。

密县的信用机构，有据可查的是清道光四、五两年(公元1824-；-，1825年)即有“钱铺巩

和搿钱店一I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太学生韩宗魏曾开“恒太钱庄一。清末民初，因币

制混乱，真假难分，银钱兑换，有利可图，故银钱业较为兴盛，密县老城和米村，超化、大

隗，平陌等集镇的钱庄发展到十多处。比较大的钱庄发有钱票，如老城东街孙太平矗同义堂

钱庄努，就发有五百文，壹贯文票子，在县城周围流通。此外，尚有历史悠久的银楼业，解

放前全县有六十余家，他们不仅兑换和买卖金银，而且又是鉴定真假和铸造元宝的能手·至于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成立的票币兑换所，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成立的贫民借贷

所，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成立的信用合作社，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成立的密县

银行，大都是有名无实，民众得利极少．

密县的货币购买力同全国一样广从长期看来，是逐渐减低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货币本

身的跌价。拿米价来说，如果都折成公石，(16石等于100公升)，则素汉间每石只要一百

文上下，那时钱币的份量比较重。西汉昭帝时，每石两三百文，元帝时涨到四五百文，哀

帝时涨到六七百文。魏晋南北朝时币制混乱，没有一定的标准．但盛唐是一个物价低的时期，

每石只要两三百文，比西汉平均的米价还要低。安史之乱后，物价增加几倍。宋元两代，物

价比较高，北宋米价每石几百文至千文，南宋及元代用纸币，米价自然更高。但明代又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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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紧缩时期，以制钱计算的米价，每石自两三百文到六百文。清代物价渐涨，乾隆以后，每

石总是在千文以上。民国二十四年实行靠法币政策一后，由于国民党滥发票子，法币急剧

贬值，自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阃，纸币发行量增加一千

四百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八万五千多亿倍。密县解放前夕的物价，一日数涨，一斤盐涨到

三百万元，最后法币变成了废纸，不少居民拿着票子糊墙壁。

解放初期，中州农民银行所发行的中州币，威信很高，与银元同样使用。在全国统一发

行人民币的前后，由于国民党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在几个月的短期时间内，也出现贬

值现象。但在1950年3月份中央人民政府实行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

全国现金管理的措施后，物价很快就稳定下来。据1955年发行新币开始到1985年，密县十五种

主要商品统计，总的物价指数31年上涨了一点三倍(强)，说明我们的人民币有着雄厚的物

资基础，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

密县虽然开化较早，但由于地理交通条件限制，尤其是长期的封建统治和近代帝国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广大人民日益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早在清乾隆年间(公元

1736--j1795年)密县贡生钱九韶就在他的《筑城谣》中写道。 “城垣塌尽土没隍，盗贼夜上

县君堂。县君闻之色仓皇，慨捐清俸筑城墙。三百青铜木尺五，三分雪花一板土。良吏分明特

辛苦，恶役骚扰恶如虎。役衣裘，百姓愁。役食肉，百姓哭。筑墙为民民先死，盗贼乃在公

门里。矽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密县知县杨炳垄在他的年谱中写道。密县煤窑工人只有

四千二百五十九名，他们过着矗手足浸淹，俱成疮疥，蹒跚跛蹩，情实堪怜黟的牛马生活。’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旱灾严重，国民党当局调查。全县粮食总产量一千一百八十万

零七千六百斤，人平三十八斤，全年财赋征收总额八万五千九百元(人平负担二角八分，折

小麦六斤二两)，开支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二元，收不抵交一万五千九百零二元I全县煤，陶．

染，厨，纺织，铁木等业工人总数三千六百人，月工资3—西元不等，除衣食住行，有的不落

分文，有的只落二元多钱I全县公营企业只有一个民生工厂，资本三千元，职工二十人左

右。县城私营商店，在军阀混战，日本统治时期，除关门倒闭者外，仅有粮行，药铺，杂货，

京货，银楼、饭店等二十余家，当时，农村经济破产，商业萧条。

密县于1048年5月17日解放，9月筹建中州农民银行密县支行，11月1日开始营业。1949

年7月改称为-车霁衾茛嚣霉密县支行。从ln49年lo月1日建国之日起，全国统一使用人民币，
密具子12月2日正式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密县支行。后又分别设立了屎．淦公司，农业银行、工

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密县自1948年9月于锋担任中州农民银行密县县行副经理到1985年底的

37寨零4个月的时间内，担任过经理、副经理，行长、副行长、主任、副主任、专职支部书

记等行(司)级干部达五+一人，自1949年5月20日银行和工商管理局分设以后，凡在金融系

统工作和工作过的(包括信用社)，共达一千三百余人。他们对密县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发

展，都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在解放初期的货币斗争、三年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

·大跃进嚣，三年灾荒、国民经济调整、十年文化大革命和贯彻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一等时

期，金融工作都围绕党的中心，适时发放各种农业贷款四亿六千六百九十八万五千元，支持

全县(包括来集)共建成水库四十座，东方红大渠一条·蓄水池三百三十七个，电灌站四百九

十七处，机灌站二百一+八处，机井一千五百三十九眼，农用水泵一千九百零九台，喷灌机一

百六十一部．总计有效灌溉面积为二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五亩-支持全县社会总产值达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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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九千四百四十九万元，每人平均一千一百一十四元，其中乡办企业一百二十二个，村办企

业八百二十个，产值二亿六千六百三十四万元，每人平均四百九十九元。支持全县现有农用

汽车一千二百五十六部，农用大中型拖拉机三百五十五台，手扶拖拉机五千一百三十三台，

脱粒机一千八百八十四部，饲料粉碎机七百二十部，农用机械总动力达二十七万一千八百四

十二匹马力．支持全县粮食总产达二亿五千一百八十四万斤，每亩平均二百九十斤，每人平

均四百七十二斤I城乡储蓄余额达五千四百四十一万元，每人平均一百零一元九角八分。自

建行以来共投放现金十六亿九千三百四十二万元，回笼现金一十四亿八千二百三十三万元，

净投放到市场上的现金二亿一千一百零九万元。截止到1985年底全县银行各项存款额达五千

九百九十三万元，支持工、农、商业贷款余额达一亿五千八百一十五万元，信贷投差达九千

八百二十二万元，国家对密县给予了很大的支援，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达三千九百二十九万

元，支援生产，生活贷款余额达二千七百九十一万元，转存银行款一千二百二十五万元，全

县市场货币流通量约达三千六百五十一万元，每人平均六十八元四壳三分。全县城乡储蓄存

款，由无到有，稳步增长。人民保险事业于1951年初办，1958年停办，从1982年11月恢复，

到]985年底，三年多的时间，险种发展到十三个，理赔金额达八十二万八千元，使遭受意外

灾害事故的保险单位和个人能及时得到赔偿．惑设银行业务，原由财政代管，于1974年成立办

事处。于1979年元月正式建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密县支行．自1974年至1985年，共监督拨款

三千四百八十万元，监督自筹基建资金四千七百七十七万元，贷款二千二百九十万元·支持

密县新城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农村和城市信用社已成为银行的得力助手，在支持工农业生产

和商品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整个金融活动巳渗透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有

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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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密县，群山环抱，溱洧并流，气候温暖，适宜农牧。故大魄(同隗字)氏在此定居l轩

辕黄帝建都于有熊(密东几咔里处)，经常在此活动，并“见大魂于具茨之山(禹．密交界
处)力。据历史记载； “自太嗥以来则有钱矣，太睥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

货⋯⋯疗。这些虽属传说，但传说多为考证以后的事实。据密县周围多处出吐的文物看，至

少在夏商之际，就已经有了货币。
．

春秋战国时期

密县铸有矗宓黟字布币和“耳移字布币。当时密县为布币流通区，密县周围的禹县西南

铸有“高"字布币，荥阳铸有“时修字布币、“制斗字布市、“京黟字布币，新郑铸有“郑刀

字布币、烁黟字布币，登封铸有“阳城”布币等。

秦朝来年

楚霸王和汉刘邦在密北荥阳相拒，农民不得耕种，粮食涨到万钱一石。

西汉末年 ．． j 一’：

．， 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洛阳以东米石二千(钱)． ．．

北宋来年
’

’‘

崇宁三年(公元1104)京西路(今河南)始用交子．崇宁，大观年间，县西南养钱池

铸。崇宁通宝力，“大观通宝"等多种宋代钱币。

1653年(清·顺治十年)

史学家谈迁在《北游录》中记载。“密县东北一带，(地黄)旅生实繁，苗时，怀

(庆)人用青蚨贸去，每斤值五六文耳一。

·’1813--1814(清·嘉庆十八至十九年)
是年，大风．大旱，大雨，大雪，庄稼无收，．粒米如珠，人吃人。

1823年(清’道光三年)

知县杨炳垄在《示禁私铸》一文中指出，“⋯⋯嗣后行用钱文，务须一律官板制钱，毋

得再行收买私钱搀和行用，贻害身家。亦不得容留外来匪徒，私铸剪边同干严例。所有现存

私钱，无论多寡，尽数赴县呈缴，以便给价销毁，毋许再行藏匿，冀图日后搀用舛。

1824年(清·道光四年)

密县社仓“催差饭食每人日给钱五十文即在存公五升息谷项下开销。一

为解决桧阳书院经常经费之不足，密县知县杨炳垫倡导捐钱一千四百串，分交在城(密

县老城当时属在城保)钱铺，月息一分，每岁收息钱一百六十八串。县有官地六十六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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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可收息银六十二两多，亩合银九钱三毫九，一并捐入桧阳书院。 。·

1827(清。道光七年)

密县二十处，捐拨学地五顷九十六亩，捐存经费一千四百六十二串，核计每年收租息四

百二十串。如利息仍按道光四年月息一分计算，则地租为二百四十五串，每亩筇租为四百一十

—．文。
“

1866年(清·同治五年)
‘

捻军屡入境，打富济贫，太学生韩宗魏因顽抗捻军“有功’’，奏保六品衔，以县丞用，

曾开恒泰钱庄。
J‘ 1877年(清·光绪三年)

大旱，光绪二年!九月至四年二月，十八个月，雨只洒尘，雪不厚纸，为三百年最严重的

一次大旱，物价腾贵，人吃人。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清廷发行“昭信股票万，逐级强摊于各县。各县按地亩分摊于各保。

1899(清·光绪二十五年．)

8月，郑州、’禹州一带大旱，斗米千钱，人民多流亡道路。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密县窑商郝镜塘，n购备机器，开采煤矿，颇见功效，较之土法开采，增利三倍。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县商会成立。金融由其经管，地址城东街，会长孙埴。

一 1909年(清·宣统元年)，

：． 新任密县知县徐文田，一到任就勾结总首事、地主郭殿元、土豪孙太平，以开办地方自治筹

办处为名，议添亩捐，每亩土地勒交钱一百二十文，又设劝学所、车马局，议定加添车马局钱，每

亩八十文I同时提高盐税，煤税，使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盐每斤由三十六文涨到四十八文；煤每斗

(十五斤)由15文涨到20文。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农民说这叫。百样税”。如农民家的

纺花车、桑权，甚至连生小孩，娶老婆都要钱。农民的生路被断绝了’，因而引起了1910年农

历3月3日密县人民的抗捐斗争。四乡民众二，三千人愤怒进城，赶跑了知县徐文田，砸了车马

局，劝学所、盐店，煤厘局，扒了土豪孙太平的房子，将县署大堂大门拆毁。结果贪官污吏

们答应将增税全部免去，煤盐价格照旧，群众方离开县城。

．1910年(清·宣统二年)

2 4月16日，清政府公布《币制条例》，规定。 “中国国币单位，著即定名日圆，暂就银

．为本位．以一元为主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辅币。元、角、分、厘以十

进，永为定价，不得任意低昂"。国币一元五角合九八五库平足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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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宣统三年) ，‘

。。

10月31日，因河南市面钱荒，清廷准河南铜元局开铸当十铜元．

1 912年(民国元年) 一·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南京造币厂铸孙中山半身侧面像口开国纪念币劳。

省议会议决·各县设立公款局，清理并管理当地一切公用款项(于1914年元月北京政府

电令取消)。
●

1 913年(民国二年)

loft 27日，《时事豫报》在《纸业改良》一文中写道。“密县土贷素以白麻纸为大宗，

近因洋纸畅行，该县操斯业者颇受影响，若非改良制造不促以资抵制．该业胡某日前邀同筹

议，拟集资组织一造纸厂，仿造洋纸，冀杜舶来品，颇承同业赞成，现正磋商进行方法。劳

是年，“椿板河坤安煤矿公司自开办以来营业甚为发达，每日零售煤斤钱文约在千串。一

191 4年(民国三年)

六月，河南都督命令省商务总会，嗣后外省人入豫携带外省铜元不得超过二十串，由河
南出省者，携带现银不得超过五百两。

是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规定。以一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八九，铜一
、

一一，开铸袁世凯半身侧面像，俗称“大头一，在我县广为流通。

1915年(民国四年)

八月四日，报载。省商务总会呈请巡按使转饬各属，一律通行外省铜元。

1918年(民国七年)

五月十四日，《大梁日报》公布《临时银币兑换所条例》。规定· “豫省丁漕折征银元

为便利人民兑换正辅银币，得设临时银币兑换所一。各县由商民代办，保证金和现金流转资

本分别均为一千元、／L百元、六百元．四百元。临时银币兑换所冠以某县某某字号某级(分甲

乙、丙、丁四级)临时银币兑换所字样。

十月，河南发行地方公债，由各县分摊。
．1

1920年(民国九年)

夏，大旱，禾尽枯，粮价腾贵，斤值百文钱。

1922年(民国十一年)

八月，国民党政府河南省财政厅公布《各县暂设豫泉代兑所童程》。代兑所由县知事负

经理之责，公款局局长、商会会长协助共负筹款领票及流通兑换之责，即就县署、公款局及

县商会三处设立。各县代兑所对于人民以现洋购买票洋，限于现洋一元换票币一元。铜元票

作银元及银元票之辅币．对于商民缴纳赋税不瞒一元者，均应折收铜元票。商民交易兑换也
’

一律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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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全国流通的新，旧及外国银元共计七亿八千四百五十六万元(见《文史资料选辑

(26)》)，人平均一元七角．

1927年(民国十六年) 、

六月工十一日，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在郑州召开会议，决议。市面一律使用纸币

禁止现金(注。指银元)交易。

1 931年(民国二十年)

新乡露同和裕银号一在密县设有“新郑县同和裕药铺分号刀，从业人员8人。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国民党政府公布敢国币条例》。上海开铸正面为孙中山，背面为双帆船的银币，俗称蠢船牌”。

三月十日，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市场上一律使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

十月十三日，河南省国民党当局颁布《河南省各县贫民借贷所章程》，旨在救济贫民。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三月，国民党口河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黟在密县建立口合作指导事务所一，先后又改名

为矗密县合作办公室纾，“密县合作事业所力、口密县合作指导办事处一、口密县合作指导

室，等。内有特派指导员，主任，副主任，指导员，办事员等。旨在指导建立与发展各种不

同行业的合作社。 ，

十一月四日，国民党实行搿法币政策一，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又加入中国农

民银行)钞票为法币，禁用现金(指银元)。

据国民党当局调查。密县年内无金融机关，已有信用合作社一处，消费合作社二处。农

民借贷利率多系三分、四分或五分不等，期限按年、按月，指地揭贷，签订契约，归还时原

约取消。全县工人3600人，每月工资七，八、九元不等，除衣食住外，仅余二元多。雇农工

资，农忙时每日两角，平常每日一角。耕地每亩价格，最高100元，最低10元，一般25元。‘

大麦小麦总产696260U斤，玉谷等杂粮总产4845000斤，共计总产11807600斤，按民国23年

10月统计的总人口311032人计算，人均粮食38斤(编者注t原文如此)．

．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

一月，国民政府颁布《县银行法》，规定：县银行由县政府以县乡镇之公款，与人民合

资，口县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以调剂地方金融，扶助经济建设，发展合作事业为宗旨矽。

是年，密县煤矿工人，每天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只能拿到八角或一元=角的工钱。教

员收入。县立中学教员，每月薪水二十五元至五十元，．完小教员八元至二十元I农村初小教

员年薪二十元至八十元。在当时物价高涨的情况下，连一个人的生活都很难维持。

是年，《中共河南省密县地委工作报告》中指出t 矗贫民揭钱都是比较小股的，小股放

帐的家伙们，多为小地主和富农，他们多是新由小商人或中农爬上来的，都是些吝啬头。他

们所放者并不限于钱，有时将自己吃余的粮食也拿出放帐，一般利息多为年利五分，冬天吃

一斗米或麦子，到第二年的收麦后(阴历五月)归还一斗五升，半年的利息超本金的一半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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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国民党当局统计。在日本侵占密县期间，人民财产直接损失共计二百六十八亿九

千八百零九万二千五百五十九元，其中现款一百二十亿零二千三百七十三万四千九百四十六

元，生金银六千七百九十八万一千四百六十元。
}'

1 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

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密县政府下达《为地方存公款，无论经常或临时，应交银行保管

不得私自存放》的通令。 ．

五月十八日，密县猪肉每斤一千七百三十四元．豆腐每斤七百元，粉条每斤三千九百元。

七月，国民党密县粮服经理委员会奉县府训令，将县党部归还之小麦折款一十八万六千

五百七十元作银行股金。

九月四日，国民党省合作事业管理处Ⅸ为拨密县合作贷款的代电》称： “查该县合作贷款

业由中国农民银行郑州分行配贷该县农村副业贷款四千五百万元。一实际贷放情况无从查找。

十月四日，在物价继续暴涨的情况下，国民党密县政府发出代电通知：县级公教人员及

团警官佐每员每月公粮(小麦)增为一市石二市斗(即生活补助费基数原为一市石，再增加

二市斗)，并另给薪俸加成数一千二百倍(即战前基础薪俸数×1200=现时应发薪俸数)。

十一，十二月，国民党民众自卫总队通讯班经费预算编列表中，薪俸加成数增为二千四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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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倍。薪俸六百三十元，加成后为一百五十一万二千元。

1 948年(民国．-t4z年)
1月25 El，我中原局作出《关于发行中州农民银行钞票的决定》．
4月15 El，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联合颁发布告。规定自即El起冀

南银行发行之冀钞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之边钞，在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全境互相流

通。并规定冀南钞与边钞的比价固定为一比十．

5月，中州农民银行豫i墨iIX行通告。 。本行定于六月三日正式成立，发行五元，十元、

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钞票，二百本币折合现津一元一。

5月17日，密县最后(第三次)解放。当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有随军带入的银元和国民

党的法币与关金票，也有以物易物的现象。

6月，豫西行政公署、军区司令部联合布告。《禁用五千元以上关金》。“自布告之日

起，禁止从蒋管区携带五千元以上关金(包括五千元在内)来我区使用。凡巳在我区行使之

上项大票，统限于六月二十日以前推向蒋管区，不得在我区市面行使黟。

7月17日，豫西行政主任公署布告《坚决禁用蒋币》。。自八月二十El起，禁止一切蒋

币在我禁用区行使，凡我军民人等务须在八月二十日以前将所存蒋币推向蒋区买回物资，八

月二十日起即不准自由流通，禁止私自携带一，口自布告之日起，本区公私交易，必须以本

币为计算单位，不得用其它货币规定交易价格一。

18日，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关金一万元、关金二万五千元，关金五万元，关金二十五万

元四种大钞。

8月19El，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零点二二二一七克)，以金元券一元

．折合三百万元的比率收兑急尉贬值的法币。 1．

‘

9月1日，豫西行政公署布告。《全区禁用蒋币与禁止金银输出》。“豫西各县，从九月

．二十El起，一律禁止蒋币行使’。“为了防止蒋匪以伪金元券(即同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政

府发行之金元券，一元合法币三百万元)套取我区物资，任何人不得输入金元券一。“为了

保护我区金银财富，任何人不得运输银元，白银、黄金出口汐。

9月12日，禁止银元流通．

同月，豫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命令-“于铎任密县银行副经理兼工商局副局长一

(详见附录)。工商、银行机构合一，领导合一，名义并存．

107J 10日，豫西第四专员公署(专员徐林汉)，工商银行第四分局行(局长经理范静山，

副局长经理李秉之)联合通令。(‘严禁现洋流通，实行限制兑换》中指出。_限制兑换办法是，

出口f不兑，使用不兑．，本区以外者不兑，保存者兑，并登记村名，姓名、兑现数目，说明我

们日后切实检查，数大者使其找保一。 ，’

lo,g 22日，郑州解放。我县县委、县政府由牛店搬进密县城办公，工商局，银行也随之

进城。 。’

是月，《密县人民民主政府布告》第六条规定。 靠保护民族工商业，凡私人之工商业，

保证其合法经营，并给予各种便利，任何人不得侵犯，免除苛捐杂税，实行劳资合作，公私

兼顾，使资方有利可图，对中小之工商业则解决其困难，帮助其发展，以达到发展生产，繁

荣市场，、改善民生之目的，对蒋币采取根绝之方针，一律使用中州币一(县长霍雷，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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