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梁故事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1948 年 1 月，西
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合并，西北农
民币成为解放区统一的本位币。1948年 4月，洪
涛印刷厂迁到晋绥兵工六厂（发电厂）附近的兴
县程家沟底村，凡是能使用电作动力的机械都
安装了电动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1948
年 12 月 1 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
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新
币（与西北农民币比价为 1:2000，西北农民币逐
渐收回），洪涛印刷厂随之停产。1949 年春，洪
涛印刷厂响应党中央号召，分两批渡过黄河，挺
进大西北，奉命随军西迁至陕西省西安市，发展
成为西北印刷厂。至此，洪涛印刷厂结束了它
的崇高历史使命。

白明宝作为一名战士，同时也是洪涛印刷
厂的一员，专职从事运钞工作 9 年，也光荣退伍
复原。时光易逝，岁月无声。如今 60 多年过去
了，老人对洪涛印刷厂感情依旧。时不时会到
位于该村公路旁的洪涛印刷厂遗址看看。几间
不 起 眼 的 石 窑 虽 有 些 破 败 ，但 是 依 然 屹 立 不
倒，门窗俱全。对比该村不断增多的崭新砖窑
等新式建筑出现和不断减少甚至消失的老旧房
子，这几间旧的石窑显得格外显眼。石窑的主
人告诉记者：“石窑是旧了，可是石窑里曾经印
过钱币，这石窑有故事……”记者感慨：时代发
展了，老区人民没有忘记晋绥边区这段历史。

洪涛印刷厂洪涛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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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绥边区成立之初，金融局势混乱，市场上流通着大量新省钞（阎锡山政府
发行）、法币以及其他辅币。虽然政府已经禁止白银交易使用，但是在一些乡村，
白银的使用十分普遍。加之，国民党政府对边区政府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
日军的疯狂扫荡，晋绥边区的正常生产与商品交易受阻。新省钞信用危机爆发
后，边区人心惶惶，市场萧条，群众情绪低落。为了稳定市场，统一边区金融市场，
发展根据地经济，于是边区政府决定成立西北农民银行。

提到西北农民银行，就必须提及
洪涛印刷厂。准确地讲，洪涛印刷厂
是西北农民银行的铸币厂，因为在晋
绥边区流通的法定货币，即由西北农
民银行发行的西北农民币由该厂印
制。

出于保密考虑，其在成立之初就
被赋予特殊使命，故以雁北地区洪涛
山命名，因而知晓该厂的人寥寥无
几，但是因西北农民银行对巩固和建
设晋绥边区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有力
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其历
史地位不言而喻。

1940年 5月，晋西北银行创建，与
此同时组建洪涛印刷厂，厂址位于兴
县蔡家崖乡的石楞则村。洪涛印刷厂

曾三度易名。对外称：山西省第二游
击区行署洪涛印刷厂。1941 年改称
晋西北行署洪涛印刷厂。1942 年 11
月更名为晋绥边区洪涛印刷厂。它是
在西北农民银行印刷厂的基础上，整
合阎锡山第二游击区行署晋兴出版社
第二组遗弃的印刷设备而成。

在 1940 年至 1945 年间，日寇多
次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洪涛印刷
厂 先 后 几 经 搬 迁 。 据 曾 经 负 责 运
输西北农民币的退伍老兵（石楞则
村 人），据 白 明 宝 老 人 回 忆 。 1940
年 6 月，日军“疯狂”扫荡兴县，洪涛
印 刷 厂 搬 迁 到 陕 西 省 神 木 县 路 家
南湾村。1942 年 4 月又搬至神木县
贾家沟村。1945 年 9 月迁到兴县杨

家 坡 村 。 厂 址 选 在 杨 邦 桢 家 一 处
四合大院。建筑面积约为 25000 平
方米。

洪涛印刷厂的首任厂长是李吉
宇，湖南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曾任八路军 120 师参谋、保卫处
长。第二任厂长为那文英，满族，北
京人。原是一名印刷工人。1937 年
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担任保德县县长职务。第三任厂长
是张静山，保德县人，1936 年参加革
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四任
厂长是李生忠，陕西省绥德县人，于
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从 1944 年始担任洪涛
印刷厂厂长。

据白明宝讲，1940 年他参军后，唯一的任务就
是运钞。通过骡子（车），往返于洪涛印刷厂与位于
兴县县城的晋西北贸易总局，大多每次运重量为
300 多斤的钞票，大约 100 多包，每包重约 3 市斤。
洪涛印刷厂在兴县时候，每天往返县城运钞一次，厂
子在神木的时候每隔两天跑一趟。不过当年运钞不
像现在银行运钞，保卫措施严密，有运钞员真枪核弹
保护、专门的运钞车。那个时候运钞就两个人，分别
赶着自己的骡子，不用担心有人打劫。除了在运钞
途中遭遇日军扫荡，他们不得不躲到山上，甚至要过
黄河避到陕西神木。可以说，洪涛印刷厂印制的所
有纸币几乎全部由他和他的战友通过骡子运出。

当时，洪涛印刷厂共有职工 300 余人。工作时
间一般都是白天。在 1946年以前，厂里的主要印刷
设备是 37 台小石印机和一台大石印机，靠手摇操
作。直到 1946年，又增加了大石印机 1台，小石印机
7台。到 1948年底，职工总人数达 500余人。

洪涛印刷厂工人们常常与《西北日报》印刷厂的
工人进行学习交流。大家的一日三餐都是“焖黑
豆”，做法是：黑豆用石磨磨碎，然后用水煮之至稠
状。虽不是很可口，但是管饱。住宿条件也比较艰
苦，狭小的窑洞内挤住着多人。

提到当年难忘的运钞经历，白明宝给记者讲述
了两件事。其中一件是 1940年日军来兴县扫荡，有
他们村两牛姓兄弟因未及时逃走，被日军杀戮。当
时，只要听说日军来扫荡，早早地他们就收拾东西，
过黄河入陕。村民们则逃进大山深处。出于工作的
需要，他们必须的时刻保持警惕。另一件事是，限于
那个年代纸张的紧缺，有一段时间不得不以麻质替
代铸币纸，结果因钞票纸质量的低劣，使用几次后，
有的钞票竟变成两张皮。“比如 10 元的钞票花着花
着就变成了 20元，我们常常和工友开玩笑。”白明宝
开玩笑说。

据有关资料记载，洪涛印刷厂从 1940 年到 1949 年 12
月，先后印刷西北农民币 12000 亿元。其面额分别有 5 分
币、2 角币、5 角币、2 元币、5 元币、10 元币、50 元、100 元、
500 元、1000 元、2000 元、5000 元、10000 元币、50000 元等
26 种。洪涛印刷厂分三个阶段印刷西北农民币，在 1940
年至 1945 年抗战胜利之前，共印制西北农民币 8 亿元；从
1945 年抗战胜利到 1946 年 8 月底，印发 59 亿元西北农民
币；第三个阶段是从 1946年 8月刀 1948年底，西北农民币
发行猛增，主要原因是陕甘宁边区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合
并，陕甘宁边区银行停发货币，西北农民币成为西北地区
唯一的本位币。除此，解放战争的需要以及晋南地区工作
开展的需求。

西北农民币5角面值
洪涛印刷厂是西北银行的铸币厂

图为洪涛印刷厂遗址之一兴县蔡家崖乡石楞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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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钞全靠骡子
危险随时相伴

西北农民币币种丰富

洪涛印刷厂结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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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民币50元面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