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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如果说兴县农民银行的创办是中国红色金融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其创业精神是
一座灯塔，历史地位崇高、意义重大，那么西北农民银行的成立是则是这种精神的一
种继承与创新，它将照亮我国金融事业发展的道路——

揭秘兴县农民银行的前世今生揭秘兴县农民银行的前世今生（（下下））
□ 文/图 本报记者 曹永亮

市场萧条、人心惶惶、群众情绪低落、金融混乱，这是边区新政权成立之时面临的突出问题。于是边区政府决定成立西北农民银行，以统一
边区金融市场，发展根据地经济。西北农民银行就是在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的。兴县农民银行首任经理由刘少白先生担任。该行经刘
少白先生的努力，在兴县开明绅士牛友兰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于1937年12月正式开张。它为西北农民银行的成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7年 3月，边区自卫战爆发。1948年
1月，晋绥解放区与陕甘宁边区合并，统称西
北解放区。同年 9月，晋绥西北农民银行与
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统称西北农民银行。
晋绥贸易公司与陕甘宁贸易公司合并，统称
为西北贸易公司。西北农民银行与西北贸
易公司以组织上合二为一。任命喻杰为西
北贸易公司经理兼西北农民银行行长；刘卓
甫为副经理、副行长；史维然为监委兼政治
处主任。合并后，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停止印
发，西北农民银行币成为整个西北解放区的
统一本位币。

提起陕甘宁边区银行，最早可以追溯到
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5年 10
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更名为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简称西
北分行）。1937 年 10 月 1 日，西北分行改名
为陕甘宁边区银行。

1948年 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晋绥边
区行署与华北人民政府商定，在华北、西北
各解放区之间，凡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
行、西北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准许互相
流通。三方银行还对其比价作了规定。

1948 年 12 月 1 日，经中央批准，
华北、山东、陕甘宁、晋绥政府会商决
定，原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
华北银行、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
山东政府的北海银行三行合并，成立
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总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原三行发行的货
币，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接。西北
农民银行币停止发行，按 2000元折合
中国人民银行旧币 1元比价收兑。

1949年 2月 2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与
陕甘宁边区政府商定，将西北农民银行总行
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并任命黄
亚光同志为西北区行行长，王磊、张定繁同
志为副行长。同年 4月 15日，中国人民银行
西北区行正式宣告成立。

如果说兴县农民银行的创办是中国红
色金融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其创业精神是一
座灯塔，历史地位崇高、意义重大，那么西北
农民银行的成立是则是这种精神的一种继
承与创新，它将照亮我国金融事业发展的道
路。

1940年 2月，晋西北公署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制定
晋西北《六大施政纲领》。决定以原兴县地方农民银行为
基础，建立西北农民银行。边区政府以“四项动员”所得
献金 40%以上以及兴县农民银行保留的积累共计折合法
币 300 万元作为西北农民银行资金。发行西北农民币，
以统一货币、稳定金融。同年 5月 10日，西北农民银行正
式宣告成立。经过决定，刘少白担任西北农民银行首任
经理。同年冬调狄景骧任协办。后贸易总局局长牛荫冠
和副局长王磊兼任银行经理、副经理之职。

西北农民银行最先在兴县县城孙家大院办公，建筑
面积约为 3200平方米。1940年，日军“扫荡”晋西北，其
搬至陕西省神府县路家南湾村，后又迁址到神府县盘塘
村。1941年又迁回兴县黑峪口刘家大院。抗战胜利后，
又迁回兴县城区“三进士”大院。

银行初建时，机构不健全，只设立了总行，银行业务
几乎没有开展，由行署财政处代办。1940 年 7 月 30 日，
晋绥边区金库正式成立。1941年 3月 16日，西北农民银
行太原分行成立。同年 5月，岢岚区、碛口等西北农民银
行分行相继成立。之后，保德县和临县白文、克虎寨等地
代办所成立并开展业务。

西北农民银行成立后，在原兴县农民银行印刷厂的基
础上，接收赵承绶溃逃时留下的晋兴出版社第二组全套设
备，成立了洪涛印刷厂。开始印刷、发行西北农民币。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西北农民银行主要的
任务是“稳定西北农民币，促进生产，对敌进行货币斗争，
以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开展坚持以
西北农民币为单一本位币的方针下，通过积极打击伪钞；
严禁白洋流通；与法币、金元券展开斗争等措施，有力地
捍卫了西北农民币在边区的地位。

为扶植根据地农业发展，解决广大军民吃饭穿衣问
题，西北农民银行根据实际，发行了大量的农贷。西北农
民银行在发放农贷上，优先贫雇农。主要农贷业务有春
耕贷款、青苗贷款、耕牛贷款、水利贷款、一般农贷、植棉
贷款、纺织贷款等。据有关资料统计，从 1942年开始，晋
西北（晋绥边区）行政行署每年分发的支农贷款数达千万
元至亿元计。1944 年 6 月 22 日，新华社晋西北分社报
道：晋绥边区群众，在民主政府的帮助与具体指导下，兴
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根据 20 余县的统计，广大农民
兴修水渠近 100条，能灌溉的土地面积为 75万余亩。例
如 1943年，兴县全县因政府贷款购买耕牛 269头，后来政
府为了解决群众春荒的困难，又贷给粮食 300石，群众生
产干劲大增，全县增加耕地 1000多垧。抗日战争时期晋
西北的农贷对发展根据地、巩固根据地和促进社会变迁
有着重要意义。

西北农民银行还积极发展工商信贷业务。支持各县
公、私商业生产，活跃经济，繁荣市场。得益于晋西北信
贷业务的支持，据统计，晋西北有较大的集市网点 600余
家，其中兴县、临县、汾阳、丰镇等集市繁荣，物价稳定。
兴县城区有工私商网店 270 余家，公私商业总额达到
2214万元，占到国民经济总收入的 63.2%。

除此之外，西北银行还开设了定活期存款业务、汇兑
业务、代理金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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