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阅历史档案 见证真情实感

———三张《信用社放款卡片账》的故事

07

吾土吾民

MARKET��INFORMATION

2023-5-15���星期一 责任编辑 牛莉荣 制作 牛莉荣 电话：0351-�4048890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的优良传统”。

学习信用社历史，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才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背包银行”优良传统，

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笔者在整理《社志》档案资料时，发现了

60

多年前的三张《信用社放款卡片账》，被老前辈信合人与农民群众的真情

实感所打动。 穿越时空的界限，我们一起分享这里面的故事吧……

信用社急他人所急

1961

年

4

月

29

日，山西省朔州市

朔县汴子疃信用社发放给陈庄生产大

队退伍转业军人李二才给妻子看病贷

款

60

元。《介绍信》 的内容是：“汴子

疃信用社： 兹介绍我大队李二才系退

伍转业军人， 现在因女人有病无法治

疗，要求贷款

陸

拾元整，请见字照数贷

给为荷。（经公社批准救济款）陈庄生产

大队，

1961

年

4

月

29

日。 ”

可以想到： 那时我国正值三年困

难时期（

1959

—

1961

年），旱灾、洪灾、

蝗灾等多灾交替并发， 主要产粮区受

灾面积广，人数多，持续时间长。 全国

大多数人民食不果腹， 患上严重的浮

肿、肝炎等疾病，是新中国历史上十分

罕见的一次特大灾害。 李二才因妻子

病情严重，当时无钱看病，急需去县城

医院治疗，向信用社申请贷款救急。从

“经公社批准救济款” 字样笔者猜测：

李二才也向汴子疃人民公社提出过困

难申请， 公社领导也很重视退伍军人

家属的病情， 可能要给予一定数额的

困难救济补贴款。

从《信用社放款卡片账》（见图

1

）

上可以看出，李二才当日申请借款

60

元，信用社当时就给办理了手续，使其

得到了及时救治，解了燃眉之急。还款

记录明确记载，李二才当日就归还

35

元，可能就是人民公社给予了

35

元困

难救济补贴款。 这充分体现了信用社

和人民公社遵循和发扬毛主席提出的

“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落实在具体工作中和实际行动上。 李二

才实际借款余额为

25

元， 还款记录为：

1963

年

11

月

26

日归还

2

元 ；

1964

年归

还

10

元；

1965

年归还

8

元； 最后一次归

还

5

元（还款记录没有写明年月日）；李

二才分五次还清了全部贷款本息。 可以

想象：李二才在拿到

60

元雪中送炭的治

病贷款时， 一个曾经在枪林弹雨的战场

上出生入死、赴汤蹈火的解放军战士，那

激动的心情和饱含热泪的眼神无以言

表， 由衷地感谢共产党和信用社对自己

的帮助。 五次还款记录就是他诚实守信

的行动表现。

信用社解他人所难

朔县下团堡信用合作社发放给

雷后小贷款的两张《信用社放款卡片

账》（见图

2

、图

3

），一笔为：

1966

年

3

月

4

日，借款人雷后小 ，用途为买衣

服

2

件给母亲，金额

10

元，到期日为

1967

年

11

月

4

日， 信用社经办人落

仁章。 另一笔为：

1967

年

12

月

26

日，

借款人雷后小， 用途为丧葬， 金额

7

元，到期日为

1967

年

12

月

30

日。 第

一笔逾期

2

年零

10

个月，第二笔逾期

1

年零

9

天。 两笔贷款均于

1969

年

1

月

7

日本利全部还清。

这两笔借款，见证了信用社真正

为当地农民群众解决实际生活中的

资金困难，是农民群众的贴心人。 充

分体现了农民入股组建起来的信用

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 、 管理上的

民主性和业务经营上的灵活性 。 见

证了农民雷后小为了慈祥的母亲能够安

度晚年， 不仅在平日饮食服侍上做到了

无微不至， 而且在衣着上做到了关爱倍

加。 他在生活拮据的情况下， 前一年借

款为母亲买衣服， 后一年借款为老娘下

葬办理丧事。 笔者认为他既是一个尊老

敬老有口皆碑的大孝子 ， 又是一个纯

朴善良 、 有情有义的男子汉和信守承

诺的大丈夫。

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先行者

端详这几张泛黄的《信用社放款

卡片账》，笔者顿感十分珍贵，思绪万

千，浮想联翩……

信用社是我国农村金融工作的先

行者和实践者，

70

多年来， 时刻积极

响应党的号召， 贯彻落实国家的方针

政策， 充分发挥扎根农村、 点多面广

的优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小

额、 分散的信贷原则， 立足服务“三

农”和小微企业。 可以肯定地说，老百

姓最早认识的银行就是信用社， 哪个

农户、 个体工商户、 民营企业和小微

企业与信用社都有资金往来， 从未离

开过信用社的支持和帮助。 老一辈信

合人忠厚善良、勤劳朴实、正直敬业、

甘于奉献。 他们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铭记在心间，爱社如家、以苦为荣，

把为当地农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作为

信用社发展壮大的行动指南。 他们手

勤、嘴勤、腿勤，把调查研究当作解决

问题的法宝， 用千言万语详细统计掌

握各村各户的人口、 劳力和生产生活

等情况资料， 为全面真实了解广大农

民群众的信贷需求打下了实事求是为

民服务的基础 。 他们靠双腿爬山涉

水 ， 千辛万苦走遍辖内的村 、 庄 、

窝、 铺。 他们进农家门， 解农家忧，

救农家急。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农村

金融政策方针， 满腔热忱地宣传动员

群众入股、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清收

利息……用铁账、铁款、铁算盘精神诠

释着“背包银行”的崇高赞誉。 他们与

农民群众唠家常、聊收成、同吃、同住、同

劳动， 深知农民春种夏忙和秋收冬藏的

艰辛。 他们千方百计为农民群众致富出

主意 、想办法、找门路 ，严格执行贷前

调查 、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制度，及时

解决千家万户生产和生活中息息相关的

资金困难……

信用社人才辈出。 有很多在信用社

工作过的同志，后来成为人民银行、农业

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保

险公司和省联社的主要领导和业务骨

干。 他们懂经营、善管理，凭着那颗爱党

爱国爱人民的忠心，勤学上进、知行合一

的，渊博的专业知识水平、丰富的工作经

验、娴熟的业务技能之根基，就是在信用

社磨炼出来的。

信用社百炼成钢

信用社在成立年代经历战火， 为发

展解放区经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国后， 由人民银行代管的创业年

代星火燎原，与农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

称为农村经济生产、 供销和资金回笼并

驾齐驱的三架马车， 促进了农村地区稳

定， 农村商品经济流通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发展。改革开放年代由农业银行托管，

恢复“三性”，信用社业务发展迅速。

九十年代中期金融体制改革， 与农

业银行脱钩后自成体系， 地方政府成立

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下设农

金体改领导小组办公室， 承担起管理职

能。

10

个月后， 人民银行设立农村合作

金融机构监督管理部门， 与农金体改领

导小组办公室实行“一套人马， 两块牌

子，合署办公”，对信用社行使金融监管

和行业管理双重职能，实行独立核算、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原则，业

务突飞猛进， 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

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

2003

年

8

月，根据国务院出台的《深

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按照“明

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

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

体要求， 加快推进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

和产权制度改革。 同年

12

月，随着银监

会的成立，原农金体改办脱离人民银行，

划归银监局， 银监局内设农村信用合作

管理办公室合署办公， 具体负责农村信

用社的行业管理和深化改革的筹备工

作。

2005

年省联社成立，经过

70

多年的

岁月沧桑，饱经风霜，最终百炼成钢。 实

行了国家银监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

农信社自主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

的要求， 真正实现了农信社权责利的有

机统一。 迅速发起了以县为单位的股份

合作制和股份制两种模式的改革。 信用

社通过清产核资、增资扩股，先改制为信

用合作联社一级法人， 后又改制为农村

商业银行。 省联社的成立，把推进发展作

为第一要务，把防控风险作为第一责任，

把队伍建设作为第一核心， 坚持从严治

社、从远治社，稳健经营、稳定发展的正

确方向，加强了党对农信事业的领导，全

面完成了系统党组织和党员归口省联社

党委领导管理。 全面加快科技信息建设

步伐， 先期完成了全省农信社综合业务

系统联网和数据大集中， 实现了从手工

操作向信息化时代的大跨越。 成功发行

了“信合通”银行卡，陆续开发了福农卡、

林权卡、金粮卡等“信合通”系列借记卡，

把先进的金融科技引入农村金融服务之

中。 全面启动了信贷业务、统计信息、人

事管理、非现场稽核监督、会计事后监督

和大前置系统等多项信息化系统工程建

设，取得了斐然成绩，为全省农信社高效

稳健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如今走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广大

信合人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 我

们要弘扬老一辈信合人优秀传统， 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不忘初心坚

守定位，牢记使命支农支小。 我们要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以高质量发展建功“十四五”，遵

循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紧紧围绕省联社

工作思路，发扬拓荒牛、孺子牛和老黄牛

精神，为全面推进助力乡村振兴，努力践

行普惠金融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段永凤 段永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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