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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艳华 通讯员 夏振洲 邱月

1949 年春天，周口解放刚满一年，由于国民党的
反动统治、 长期战争的破坏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农
业生产水平急剧下降，民生举步维艰。 为尽快恢复农
业生产、稳定社会安宁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州农民银
行周口支行决定发放无利贷款 300 万元中州币。

回首中州农民银行周口支行的历史， 它于 1948
年 3 月成立，比其总行成立还早 5 个月。 中州农民银
行周口支行以中州币作为本币，积极开展各项业务。
在货币发行方面，通过兑换银元、禁止蒋币流通等多
种举措，鼓励周口群众使用中州币。 到 1949 年年初，
周口的蒋币基本被肃清， 中州币成为市场上占统治
地位的货币。 在银行业务方面，开展折实存贷业务，
贷款时以当时小麦价格确定贷款金额， 还款时按相
应数量小麦的等价货币加上利息折算成现金归还 ，
这种方式在物价波动较大的时期给了老百姓安全

感。 此外，该行还开展了汇兑、投资等业务，多渠道筹
措资金支持解放战争和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49
年春天，周口群众面临严重的春荒，中州农民银行周
口支行加大救灾和无利贷款倾斜力度， 给周口群众
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为了让百姓了解并信任这一惠民举措，中州农民
银行周口支行大力开展政策宣传。 时任商水县县长窦
伯祥兼任周口市市长，他亲自领衔，成立支前生产救
灾委员会，将救灾政策与无利贷款紧密结合，积极鼓
励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各机关以街道为单位组建宣传
小组，穿梭在大街小巷，详细讲解无利贷款的目的、意
义和申请条件。 同时，由各街道的“活跃分子”组成审
查委员会， 通过认真细致的审查和公正的民主评议，
确保每一笔无利贷款都能精准送到真正需要的贫苦

百姓手中。
经过周密的准备，1949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5 日，

无利贷款发放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西大街镇干部将贷
款取回后，由镇干部和街干部负责分发，积极组织群众
投入生产。部分街道确定了生产方向，组成贷款小组，在
小组长的带领下前往中州农民银行申请贷款。小商贩们
也纷纷响应，希望的火种迅速在周口的各个角落燃起。

前张营村的李王氏便是众多受惠者之一。 因丈夫
早早离世，她独自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艰难
困苦， 连 40 多元中州币一斤的杂粮都成了遥不可及
的奢望。 中州农民银行周口支行了解到她的困境后，
及时向她提供了 800 元中州币无利贷款。 李王氏感动
得热泪盈眶，有了这笔钱，她开始做起小本生意，除去
母子三人开销，每日能获利 40 元中州币。 通过对一个
个“李王氏”的帮扶，周口群众度过了春荒，经济也渐
渐出现起色。然而，无利贷款发放工作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中州农民银行诞生于动荡之际，经验不足，无利
贷款的发放工作出现了一些偏差。曾经的土匪、地痞、
流氓等也贷到了款，并肆意挥霍，还理直气壮地认为
政府就应该救济他。中州农民银行周口支行得知情况
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后成立了“催款小组”，对
不具备资格的 8 个贷款户，果断将贷款收回。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中州农民银行周口支行的无
利贷款行动好似一缕温暖的阳光，不仅在解决周口春
荒问题上成效显著，还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方面
的政治威信，使货币发行深入农村，为周口日后的经
济金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 12月，中州农民银行周口支行在顺利完成
推行本币、利用和管理银币、驱逐“法币”等重大历史任
务后，按照上级部署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周口市支行。
但它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周口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建设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志愿红”擦亮文明底色
国庆假期期间，我市志愿者在洼冲沟岸边捡拾垃圾。 连日来，周口市大铁牛巾帼志愿者联合会联合河南

科技职业大学，组织 100 名志愿者在中心城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记者 王吉城 摄

300万元中州币助力周口经济复苏

□记者 姬慧洋 文/图

一抹抹“志愿红”，用文明温暖一座有爱城市；一
处处“环保绿”，用文明倡树健康生活方式……近年
来，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 管委会深入贯彻
“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的理念，创新工作
方法， 聚焦民生改善，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治理效
能。 如今，示范区正以全新的姿态，更加深入持续推
进精神文明建设，一幅以“文明”为底色的幸福画卷
正徐徐展开。

许湾街道积极探索创新精神文明建设方式方

法 ，组织开展 “文明使者在行动 ”活动 ，由社区干部
和志愿者组成文明劝导队，在主要路口和公共场所
进行文明劝导，纠正不文明行为。 同时，各行政村、
社区开展文艺娱乐活动 ，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提升
居民文化素养。 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力度，推进垃圾
分类和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 ，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
绿化美化水平，让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活力。

搬口街道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整治标准，围绕居
民小区周边、楼道楼顶、消防通道、绿化带等重点区
域，从细节处抓工作、在“实”字上下功夫，全力提升群
众居住环境质量。 注重发挥榜样引领作用，积极开展
“身边好人、好公公、好婆婆”评选活动，挖掘和宣传群
众身边的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 引导群众崇德向善。
在社区设立“好人榜”，让好人好事得到广泛传播。 在
人居环境提升方面，完善小区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
活条件，建立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定人、定期对辖
区内的环境卫生进行检查和整治；物业加大小区绿化
养护力度，提升小区环境品质，提供良好服务，营造文
明和谐的居住环境。

文昌街道多措并举精准施策把精神文明建设与

社区文化建设紧密结合。 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丰
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开展问卷调查，以党员
“双报到”“小手拉大手”等活动为载体，做好入户大走
访工作。在人居环境提升方面，常态化开展“周末卫生
日”活动，社区干部带领志愿者对背街小巷进行集中
清理，清除卫生死角，全力改善人居环境，同时加强与
辖区内企业的合作，共同开展环境治理，为居民打造
一个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深化精神文明建设 涵养文明新风

志愿者街头宣传垃圾分类。

周口红色故事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