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海银行:炮火中诞生的“红色金融”
抗战时期，沂蒙山深处的这个小山村曾是传奇印钞厂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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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五小山村开进一支
搞“印刷”的八路军

大梨峪曾因漫山遍野栽满
梨树得名。1940年前后，这里只
有二十多户人家。山路难行，习
惯了车来车往的后人们，很难理
解先祖为何选在这里落脚。

今年60岁的孙家芹嫁到大梨
峪时，送亲队伍沿着羊肠小道而
来，经过陡峭路段，陪嫁衣柜几乎
是顺着山坡立起来才抬过山岗。

“地基连着屋脊，亲戚说你家
的屋是在五层楼上。”孙家芹介
绍，整个大梨峪几乎找不到在一
个水平线上的房子，各家在梯田
一样的山坡上找块平坦地盖屋，
左右或者前后两家邻居地基落差
得有一层楼高，站在高处的院子，
能越过邻家屋顶看到山脚。

在口耳相传的历史里，村民们
记得1941年农历大年初五天黑后，
一支八路军队伍进驻。“背着长枪，
手挑肩扛，带着很多箱子。”今年68
岁的林传富，从奶奶和父亲那里听
说，这支队伍在进驻前曾经进村侦

察过。进驻之后，人们得知这是共
产党的队伍。区别于作战部队，这
支队伍是搞“印刷”的。

林传富的爷爷一辈当年是
大户，院子占地近半亩，“印刷
厂”就安置到了他们家。“堂屋当
了办公室，5间西屋放印刷机，是
车间。”

林传富说，那时父亲才5岁，
队伍上的人都喜欢逗他玩，对他
也不设防，其他村民不让进的房
间，由着他进进出出。后来村民
们才知道，这个“印刷厂”印制的
不是报纸也不是传单，只印当时
在根据地流通的钱币“北海币”。

“四面山顶上都放了岗哨，加
上印钞厂职工，有不少人，最多的
时候有百十号人，宿舍都安排在
车间周围的房子里。”时至今日，
当年的老房子大部分已经被新房
取代，唯独林传富家当年作为印
刷车间的5间西屋保留下来，至今
他还生活在这几间瓦房内。

打赢金融战
为抗战胜利奠定金融基础

相比战场上的血雨腥风，后
来人们在缅怀革命战争年代逝
去的先烈时，对经济层面的金融

战知之甚少。
“北海银行在中国红色金融

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来
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
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北海银行博
物馆馆长邓强介绍，1938年，胶东
地区蓬(莱)、黄(县)、掖(县)抗日
民主政府成立。当年12月1日，共
产党领导下的北海银行在掖县正
式开业。

随着山东抗日根据地不断
扩大，财政工作逐步统一并走上
正轨，金融工作也随之发展。
1940年10月，北海银行总行在沂
南县成立。此后，北海银行总行
在沂蒙山根据地转战南北，足迹
遍布蒙山腹地、沂河两岸，与沂
蒙人民结下不解之缘。

“北海银行除了开展银行业
务，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开展货币
斗争，保护根据地的物资、与敌
人争夺物资、平抑物价和促进根
据地生产发展。”邓强介绍，抗战
初期山东各地货币金融状况极
为紊乱，各种土杂钞不下数百
种，日伪为掠夺物资和黄金白
银，大量伪造边币和法币投放到
根据地实施破坏。经过两次“排
法”斗争，最终北海币成为根据
地唯一流通的本位币，在1944年

4月取得了货币斗争的胜利。
北海银行博物馆内，在显著

位置展示了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资
料。“当年薛暮桥途经山东到延
安，货币斗争缺人才，山东分局领
导先后两次给中央发报，恳请让
他留在山东。”邓强说，山东抗日
根据地依据薛暮桥对马克思主义
货币理论的研究，在“纸币的基本
保证是物资”这一思想指导下，严
格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掌握重要
物资，占据对外贸易的优势，对货
币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红色大学
建起红色金融博物馆

194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
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
为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
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北海银行总
行自成立后，总行及分支机构先
后在临沂市沂南县、平邑县、莒
南县等多地转战，留下了大量历
史遗存，其中以设置在大梨峪村
的印钞厂最为出名。

“北海银行在抗日战争及解
放战争时期为保证战争胜利、推
进全国货币金融统一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功绩，为新中国金融系

统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重要基
础。”致力于金融史研究的邓强，
多年来一直潜心于北海银行的
历史研究，并致力于对北海银行
留于沂蒙大地的历史遗存进行
紧急的保护性发掘。2019年12月
19日，在他的推动以及临沂大学
支持下，北海银行博物馆在临沂
大学开馆。身为临沂市互联网行
业联合会会长的邓强，被临沂大
学聘为北海银行博物馆馆长。

“临沂大学是一所有着红色
基因的校园，我们学校觉得有责
任和义务让北海银行这部红色金
融史完整地被更多人了解。”博物
馆副馆长冉利强介绍，临沂大学
创办于1941年，起源于抗大一分
校与中共滨海地委共同创建的滨
海建国学院，北海银行博物馆开馆
后，向“资料收藏+专题研究+展览
展示”为一体的特色学科发展，作
为临沂大学“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
沂蒙精神”的重要展馆，在为本校
师生提供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的同时，
也 成 为 临
沂 市 大 众
科普、爱国
主 义 教 育
的窗口。

红色印钞厂

一道道山脊形成褶皱，就像一个个C形括号交错在
一起。孟良崮东北向6公里，是被当地人称为和尚帽子的
山峰。围着和尚帽子山，7座大小山峰绵延近14公里，绕成
一个更大的C形括号。“括号”最深处，是隶属临沂市沂南
县依汶镇的大梨峪村。1940年，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
会在沂南成立后，随即成立了山东北海银行总行。第二年
2月份，总行印钞厂设立到大梨峪村，支撑起战时货币市
场的北海币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山外，支撑起根据地的
红色金融。

北北海海银银行行当当年年发发行行的的““北北海海币币””。。

▲老人身后的房子就是当年北海银行总行印钞车间旧址，这几间

房子后来翻新了屋顶，墙壁和门窗都是当年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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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山东与日韩深化合作新篇章
“中日韩对接合作发展山东行”活动在济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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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
同举办的“中日韩对接合作发展山
东行”活动在济南开幕。中日韩三
国企业家和各界人士齐聚泉城，共
叙友谊、共享机遇、共谋发展。

省委书记刘家义出席开幕式，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干杰，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添致辞。

李干杰在致辞中，代表山东省
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
诚挚欢迎。他说，山东是中国东部
沿海的人口大省、文化大省、经济
大省，在服务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山东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山东
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经济社会发
展保持良好势头，为深化与日韩合
作搭建了广阔舞台、提供了无限机
遇。山东与日韩交流交往源远流
长，友好合作成果丰硕。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山东与日韩相互支持、
互帮互助，展现了同心抗疫、共克时
艰的深厚情谊。我们坚信，只要大家
发挥各自优势、巩固良好势头，山东
与日韩的合作必将“更上一层楼”。希
望山东与日韩深化产业合作，推动更
多日韩优势企业和项目落地山东，全
方位提升合作水平；扩大经贸往来，
支持更多优质商品进入日韩市场，积

极扩大日韩高品质商品进口；共建
“黄金大通道”，深化口岸、通关、港
口、物流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携手打
造服务优、效率高、成本低的便捷贸
易物流通道；密切人文交流，欢迎
更多日韩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来山
东观光旅游，筑牢友好合作的民意
根基。我们将持续做优政治生态、
产业生态、社会生态、政务生态、自
然生态，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各位企
业家在“好客山东”放心投资、安心
发展、舒心生活。让我们抢抓机遇、
携手前行，谱写山东与日韩深化合
作的崭新篇章，共创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的美好未来。

林松添在致辞时说，山东是日
韩对华投资的高地，今天我们齐聚
山东，举办“中日韩对接合作发展
山东行”活动，为中日韩经贸和地方
合作、人员交流搭建平台，表达三国
人民团结合作、追求美好生活的共
同愿望。我们深刻感受到山东发展
的新动能新气象，深刻感受到中日
韩企业和地方对接山东合作发展
的广阔前景，希望大家在山东都能
找到合作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山
东省在济宁曲阜共同建设“中外青
少年交流基地”，旨在让中外青少
年在学与游中感悟中国文化、促进
相知相识，并以青少年为纽带，增

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事
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
幕式上，刘家义、林松添为“中外青
少年交流基地”揭牌。

会议还进行了重点经贸项目集
中签约。省发展改革委，济南、青岛、
烟台、潍坊、威海市，中国日本商会、
中国韩国商会，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
会北京事务所、韩国市道知事协议会
中国事务所进行了主题推介。

“中日韩对接合作发展山东
行”系列活动包括对话会、地方政府
对接会、企业洽谈会等，邀请日韩驻
华企业、经贸代表处、地方政府代表
等共赴山东，并实地考察山东企业，
亲身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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