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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弹指一挥间，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过。100

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大地辞旧迎

新，时代面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

正确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而今的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阔步迈进，正谱写着

全新的壮丽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中，金

融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红色金融在战火硝

烟里诞生，在艰难起步中奠定基石，一步步走向辉煌

繁荣，在革命战争、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时期

发挥了支持革命战争、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繁荣国民

经济的重要作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回首我党走

过的峥嵘岁月，挖掘各个时期的红色金融事迹，铭记

和传承红色记忆中的不朽精神和灵魂。

滔滔赣江，巍巍井冈。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出

了一条成功之路。也是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中国红

色金融发展拉开了序幕。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枚仿墨西哥

版制作、正面用手工凿有“工”字的银元。时光荏苒，

尽管银元已略显斑驳，但在灯光的照耀下依旧光彩

熠熠，仿佛在讲述着革命时期井冈山上的红色金融

岁月，以及“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

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工”字银元起源于 1928 年 5月，当时

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和朱德率领的八一南昌

起义队伍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军，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由于井冈山根

据地地处湘赣边界山区地带，山高林密、道路崎岖、

林多田少，属于传统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区域，商品

经济极不发达，现金流通量很少，加上当时国民党军

队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不仅红军

需要的武器弹药得不到补给，就连军民必需的生活

用品如食盐、棉花、布匹、医药都无从购入。为了打

破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改善根据地军民的生活

供给，以毛泽东为首的红色政权领导人决定建立红

军造币厂，自己铸造发行货币解决商品交换中的现

金流通问题。于是，中国红色政权发行的第一枚

贵金属货币“井冈山‘工’字银元”应运而生。

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自己设计模板比较困

难，因此选择当时流通较多的墨西哥版“鹰洋”作

为模板。印模分上下两块，下印模石固定在冲压

架的下端中央，上印模石一头系上绳索，通过顶

架滑轮，生产时一人将上印模石拉起，一人及时

放上粗坯和熔好的白银液体，如此一放一拉，冲

压成模，每开炉一次，生产银元400多枚。为了

使这种银元与历代官府生产的“鹰洋”有所区别，

银币造出来后，造币厂工人再通过手工操作，用

钢凿在每块银元正面凿一个“工”字，代表工农兵

政府制造，意为工农兵银元。

这也是“工”字银元与以往历代货币的最大

区别。虽然“工”字银元较为粗糙，但成色足、信

誉较高，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这种最早由工农

兵政府自己铸造和发行的“工”字银元，逐渐成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货币流通的主币。井冈山

红军造币厂铸造的“工”字银元是中国共产党红

色金融领域的一次果断尝试，是中国红色金融的

先声。尽管“工”字银元的铸造处在最原始的阶

段，但它为根据地军民克服给养困难找到了一条

正确的途径，奠定了红色政权货币发行的基础。

1929年1月下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

造币厂遭到破坏，红军在井冈山上的首次造币活

动，历经8个月后被迫中断。但是，红色金融的发

展却没有因此受阻。继井冈山之后，其他革命根

据地也陆续发行了自己的货币。1931年11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第二年春天

组建了国家银行，这一时期根据地的造币条件与

井冈山红军造币厂时期相比有了明显改善，制造

金属钱币的技术也更精湛了。在战火硝烟中，当

时的国家银行还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发行苏区货

币、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汇兑、扶助信用合

作社、代理发行国家公债、代理国库和建立统一

的苏区金融体系工作。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红

色金融事业历经开元和发展，不仅为共和国金融

事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而且将永远为发展社会

主义金融事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岁月流转，弹指一挥间。如今，在江西这块

红色土地上，弘扬井冈山精神、传承红色金融精

神成为每一个金融人肩上的责任，实事求是、敢

闯新路精神让江西金融人在破解发展难题、探索

发展新路中与时俱进。

江西“婺源小额农贷”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

并由人民银行向全国推广；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创

出“江西模式”，发放总量占全国四分之一，扶持

人数、贷款回收率等各项指标始终保持全国领

先；债务融资工具创新飞速发展，到2015年底，

江西债务融资工具累计发行672.3亿元，同比增

长85.4%，增速全国第三……这些，无不见证着井

冈山精神的传承、弘扬与发展，同时，也不断丰富

着井冈山精神的深刻内涵。

■ 据《金融时报》

岁月印记：红色金融的井冈开元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