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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坚如磐 勇毅前行

江淮银行抗币 [文物简介]

江淮币

□记者 徐向林

赴汤蹈火炼初心 信念如磐铸忠诚

“从一张张‘江淮币’中，我读到了‘不忘本’
的密码。”市银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郭春胜
深有感触地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红色金
融人不畏艰难、赴汤蹈火，随军开展金融业务；
在战争的间隙，红色金融人争分夺秒、辗转城
乡，为贫苦群众纾难解困。他们是听党指挥、忠
诚担当、敢于牺牲、甘于奉献的战斗群体。”

本，是初心，是使命，是本色。党员干部只
有“不忘本”，才能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移对党
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拼尽全力。我市老党
员沙金茂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他将红色血脉化
作对党的赤胆忠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沙金茂曾担任东台县（现东台市）县委书记

多年，他放着吉普车不坐，就喜欢骑着自行车下
乡检查生产。他说，这样可以直达田头村头，看
得仔细。为整治沿海盐碱荒滩，他带领群众奋
战荒滩，启动根除旱、涝、渍、碱“四害”工程，一
颗汗珠子摔八瓣拔穷根，使占全县大半耕地面
积的海滨荒滩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

“新四军金融战士陈克秋等人身上，体现出
听党话、跟党走、肯干事、能干事的忠诚本色，这
本色在沙金茂身上一脉相承。”东台市退休干部
协会理事长薛德华告诉记者，他在采访创作沙
金茂事迹的报告文学时，从红色金融的历史中
得到启发，即红色金融人不仅一心向党，而且具
有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而这种精神，也在
沙金茂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向记者举例

道，1977年 10月，沙金茂率10万民工奋战3个
月，在黄海之滨筑起 20公里长海堤，开挖河沟
排盐降渍，植树改碱增肥地力，使创建于 1965
年的东台林场迎来蓬勃生机。经林场 10任场
长带领林工接续苦干，建成了华东地区最大的
人工森林，为修复黄海湿地自然生态奠定基础。

“在党的领导下，沙金茂始终心怀阳光、清
正廉洁。”与沙金茂共过事的离休干部陈日升回
忆：1981年，沙金茂妻子身体不好，其家庭经济
较为困难，组织上考虑把沙金茂在煤矿工作的
女儿转成定量户口后对其工资提级，却被沙金
茂一口否决。同样是在沙金茂担任东台县委书
记时，他在农村生活的妻子受村里之托，进城想
找他批点物资，也被沙金茂无情地“骂”了回去。

“革命战争年代，新四军不仅在敌后与日伪
军浴血奋战，还先后创办江淮银行和盐阜银行，
发行货币、繁荣经济，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货币
战、经济战。”2021 年 6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策划的大型融媒体报道“红
色金融路”走进盐城，寻访红色货币里的精神密
码，引领广大党员群众通过镜头穿越时光隧道，
走进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重温党的光辉历程，
感悟党的初心使命。

“早期发行的‘江淮币’有壹元券、伍角券
和贰角券三种，主要在盐阜、淮海等根据地使
用。”11月14日，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讲解员
的讲解下，数十名参观人员驻足于该馆红色货
币展区，从一张张记录峥嵘岁月的“江淮币”
里，追寻烙印在红色货币上的精神密码。

红色征程，足迹铿锵。1941年 1月，历经
皖南事变的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敌人为
达到经济封锁盐阜区的目的，一方面用伪币到
盐阜区套购物资，肆意攫取盐阜区极为有限的
资源；另一方面生产假币混入盐阜区，坑害老
百姓，使老百姓饱受货币洗劫之苦。为粉碎敌
人的企图，1941年4月12日，新四军创办的江
淮银行在盐城原胡泰典当行老板贾芝山的私
宅内挂牌营业，其开办经费是新四军节省下来
的6万元军费。江淮银行恪守“金融为民”的
初心使命，主要面向贫苦农民和个体工商户办
理小额贷款。其还贷方式也灵活多样，比如发

放给农民的贷款，基本上无息或低息，秋收后
可用粮还贷、抵税。对于到期无力偿还者，在
核清事实后还可给予减免。

1941 年 7 月中旬，敌人集结重兵合击盐
城。中共中央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审时度势
作出战略转移决定。江淮银行奉命转移时，负
责保管资金的陈克秋等金融女战士，勇敢地充
当“流动的金库”，将米袋和被单改做成钱币
袋，用于装金条、银元和纸币，时时捆在身上行
军。为确保资金万无一失，她们还别出心裁特
制了一件灰色小马甲，里面暗藏数排小口袋，
口袋上有绳子可系。小马甲的袋子里装着金
条，睡觉时也不脱下，加之随时要急行军，其艰
辛程度可想而知。

成功进行战略转移后，江淮银行盘点陈克
秋等人所携带的资金，竟分毫不差。她们用坚
定的信念、无畏的行动，践行着对党忠诚、为党
理财的庄严承诺。

忠诚本色 一脉相承

对革命先驱的最好纪念，是沿着他们走过的
路接续奋斗。

今年2月 2日凌晨，共产党员、市纪委监委
九室主任朱陈在连续工作 36 个小时后，突发
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他的生命永远定
格在45岁。

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回顾朱陈短暂
的一生，他无论身处哪个岗位，都对党忠诚、履
职尽责。“他就是个拼命三郎，绝不把今天的工
作留到明天。”在朱陈生前工作过的几个单
位，他都是出了名的“拼”。市纪委监委九室成
立一年多来，朱陈牵头负责的专项整治工作屡
创佳绩：累计梳理处置举报件近万件，在全省
各设区市中位居前列；运用大数据查询次数、
立案数量等在市纪委监委各监督检查室中名
列第一。

“有困难来找我，今晚我加班……”朱陈的同
事陈遥回忆说，朱陈生前满脑子想的都是工作，
往往是讨论完一件事情，连材料也不需要拿，就
能立刻开始讨论另一个案件。

朱陈倒下了，他用生命践行入党誓言，用奋
斗书写人生篇章。他倒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
记他，他先后被追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苏时代楷模”等荣誉
称号。

初冬时节，走进“国家森林乡村”“江苏省最
美乡村”滨海县八巨镇前案村，一组组光伏电板
在农家屋顶上熠熠生辉。该村党总支书记朱洪
辉坦言，革命战争年代，新四军创办的红色印钞
厂曾转移至该村生产过一段时间。“当时，纸张

紧张，印钞厂就用桑树皮自制印钞纸，攻克了纸
张难关。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在任何困难
面前，只要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总会找到解
决问题的办法。”而正是凭借这“不放弃、不退
缩、不止步”的冲天干劲，朱洪辉带领该村群众
坚定不移地绿色发展之路，以蓬勃发展的苗木
经济、光伏经济，使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蝶变为
村民夸赞的富裕村，2021 年，朱洪辉被表彰为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
戒，随时随地做到心有所持，是红色金融人留给
我们的精神财富。”盐城师范学院副教授邵春驹
说，有力行动的前提是高度的责任担当，担当大
小体现党员的胸怀、勇气、格调。

在1995年一场收缴非法枪支行动中，市公

安局盐都分局民警孙益海左腿主动脉不幸被火
药枪炸烂，紧急抢救时血压两次降为0，最终不
得不高位截肢，才保住性命。失去一条腿，不失
奋斗志。孙益海态度坚决地要求返岗工作。20
多年来，他独腿行走乡间、行程2万多公里，打造
365天“永不打烊”的户籍大厅，为群众办理户籍
5万余人次，防范化解矛盾隐患1500余起，用一
条腿撑起百姓的一片祥和天，用一颗心诠释着人
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近日，孙益海被授予

“最美基层民警”称号。
知来处，方能明去处。“重温党领导下的红色

金融历史，可以打开党史学习教育的新视角，感
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成
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
记初心，践行使命与担当。”邵春驹说。

心有所持 笃定前行

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
锁，1940年二、三月间，主持
中原局工作的刘少奇就与后
来任军财经部副部长的李人
俊商量成立银行，发行新四
军的钞票，同敌人开展经济
斗争。刘少奇根据新四军当
时面向大江南北、横跨淮河
两岸的战略位置，把银行定
名为“江淮银行”。

江淮银行首批印制发行
的“壹圆”抗币正面主色调为
蓝色，正中远景是隐约可见
的山村，近景为农民正在一
方方稻田里插秧，体现了抗
日根据地人民忙于劳动生
产，积极支援抗日的生动情
景。1944 年江淮银行发行
的“ 伍 圆 ”抗 币 ，尺 寸 为
12.3cm×6cm，重 0.6g。正面
则印有毛泽东同志的画像，
背面中央图案为阿拉伯数字

“5”，右侧是长城图案。
江淮银行根据“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
方针对支持抗日根据地发展
生产、抵制日伪币入侵、保障
新四军供给等方面，作出了
重大贡献。

抗币

时任江淮银行副行长骆耕
漠自制的文件袋。

江淮银行发行江淮币的
布告。

1941年印制发行的并有胡服（刘少奇）签名的
江淮银行币。

江淮银行旧址（资料图）

朱陈(中) 孙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