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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粮堡工商行政管理志>经过一年多紧张地收集资料‘辛勤地
’

笔耕，现已问世，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余粮堡工商所两个文晚建设的 、4

丰硕成果。该志书出版，首开通辽以至哲盟地区所级志书的先河。可

喜可贺o．，．，．。二 -： _t_+一：
、

．：．、，+ ．寸：

．鉴前世之盛衰，知今时之变革，展后世之宏图。该志书以详实的 ，

‘

资料记载了余粮堡工商所及余粮堡集贸市场兴、衰、起、伏的发展历 、

程，以确凿的事实和准确的数据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哲里木盟牲

畜交易中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成长壮大的全过程，展示了牲畜市
：

场光辉灿烂的前景。， 一 ．，。 √∥ ，j i， ．≯。 ．

市场要人去管理，在市场兴衰的诸多因素中，管理市场的人的因

素始终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志书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

中吸取营养，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使先事真正成为后事之师，这也

就是本志书的编写目的。： ：，
．二．j： ‘j． ‘， 7。一一，'．．

．志书出版，略述数语，权且代序。’．‘一々
r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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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工商物价局党组书记，局长‘邓长林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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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

· l ·



“

‘

-

，

：
．

·

，

11

。

． 序言二． ．’

．

～
， ?

‘

‘，㈡历史是一条七彩长河。j．j j一 ≯i’ t ’‘5|‘

。 ；：： 周览泛观；许许多多纷纭无状的历史足迹，经过二番镜鉴，便会

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的境界中闪现出一粒一颗一串的光芒j’、

这一粒一颗一串的光芒，相胜相越，无论其光芒的大小或长短，
’。，． 还是幅射的面积能否濡染和漾溢，在历史七彩的长河里都有自己的

定位。这～粒一颗一串的光芒所形成的影响和感召，当代人和后世

人都能接受到不同程度的体悟与教育。．、‘峰‘ ?‘，j∽‘：：

·一．当振鳞奋翼之后，以无以喜悦的心情安翔徐回时，或许在务在独

乐之中享受那激动、感奋、悲痛、徘徊的一事一忆一瞬i
。1 ，、，

这是很有价值的回眸和深思：

}i。<余粮堡工商行政管理志)'的问世，无疑为读者奉献一本很有份

量的志书，。j ⋯
二

．

、 ‘一 一4 j·

、

，．

撰写此书的作者赵生棠已逾花甲之龄，是通辽市史志办的副编

审。他多次乘坐“招手停”和火车赶赴余粮堡镇，以坚韧不拔的毅力

四处采访搜集资料，又夜以继日地整理编写。经过春的凝思，夏的操 ’．

劳，终于在秋的收获季节里向人们捧出这一硕果。
?

这颗硕果的感观如何?味道如何?
‘

．

矗

待请读者自论。 ；’

·2·

原通辽市史志办副主任贾凤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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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纂基层工商所志，在通辽地区尚属首例，全区、全国也尚未发

、 现有此类志书出版。无鉴可借，无章可循。√!一|：一；；：：’：。一叠．

在编纂过程中，除人物传记外，力图综合运用述、记、志、图、表、

． 录等多种表术形式。如实地、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余粮堡集贸市场兴’

衰起伏，发展全过程。 -

． 一”

．，r资料是修志的先决条件，由于时间久远，从1912年到1997年有

86年的历史，档案资料很少，且残缺不全。，大量的靠口碑资料，先后

采访了百余人次。被采访者多数是年龄较大，如六十年代初期担任

，-市场管理所所长的董继昌同志，第一次采访他提供了不少资料；当要
，

‘

他进一步核实和补充资料时，他却得了脑血栓病，记忆和语言都受到

影响；1949年就在供销社工作的张万希同志提供了部分资料，当再

需他核实和补充材料时，他已故去，为此遗误和纰漏在所难免。谒诚

希望修志同仁及有识之士予以斧正。 。⋯。．’ ，
，

’

‘

’ ‘ 。

编者，通辽市委史志办
’

·

。， 副编审，赵生棠

． ．。

， 199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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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r

’一、编纂<余粮堡工商行政管理志>，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详 ·

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真实、全面地反映余粮堡工商所及余

粮堡集贸市场八十多年的发展历史。 ”

： ．7．_·1

二、本志书上限1912年，下限1997年，大事记下限延至1998年

11月。
‘ ’t” ．“+：

、三、本志书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未体编纂，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述

而不论、寓褒贬于事实的记叙中。编纂体例采用“横排类目、纵述史

实”的方法。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间用，各展其长。
‘

--一’四、志书结构采用章、节、目三个层次。各章以类集中，由始至

末，按顺序记述。 。

‘‘
”

．。 、一 ．一

五、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在公元

纪年之后括号内加注“民国”或日伪时期的年号。

六、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的事迹穿插到各章节记述事实的 ，

过程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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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一1一“! ⋯⋯，一·⋯’痧；t。∥?⋯．”，曩7、?“’’：．：i j 71渤，：i。。”

’， ，， 1。_。 ． 。．
． ⋯ ．⋯。，i，、务i．- j．f’。筑蠢j ，

’+’，序一⋯⋯⋯·。j一．h．_．．Ij’j¨．j．．．‘‘一⋯?：。‘：‘¨⋯．．．¨·(1)’4+ ⋯‘1。’ } ：} t# m· ·，

序二⋯⋯⋯⋯⋯⋯⋯⋯⋯⋯⋯⋯⋯¨。-‘：：■⋯．．‘7一¨⋯：_·．(2)
· ‘0前言-o__⋯·II-|二j：I■-oj点·⋯o西

， 凡例⋯⋯⋯⋯⋯⋯⋯：⋯“⋯⋯⋯_··：：⋯⋯?：⋯．·j：⋯一，·(4)

。。|。．， 市场平面图⋯⋯¨：⋯⋯：i_⋯-·■：j·：耋·j．．．，··j：·：：··：⋯⋯·二：·：(1)
‘

y‘余粮堡工商行政管理所辖区平面图⋯：一：·：·．；．：⋯：．：：．_⋯．(2)．
。

，，。概述⋯⋯·^⋯⋯⋯⋯川·⋯⋯⋯··’·：·：‘：··：?···j⋯⋯·：⋯··：⋯(1)

第一章大事记⋯⋯·i⋯⋯．．Y⋯?jj．．⋯⋯囊”j⋯j⋯··?⋯、(8)
、第二章．机构沿革⋯·：·：·¨⋯：⋯·：⋯：∥⋯”．．．．．．．j⋯：7．(66)

。．第一节⋯中华民国时期工商管理机构一：：：j：r?⋯⋯⋯⋯·(66)‘

．．．⋯．。第二节．日伪时期的工商管理机构：‘：j?一⋯⋯·≮⋯⋯．．⋯(66)，

7：，，¨．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商管理机构·。：⋯～。(67)

?-|，第四节．领导(负责)人名录⋯⋯⋯⋯．-⋯·e¨”u⋯⋯⋯··(67>

一，’ 第三章哲里木盟牲畜交易中心·譬：⋯⋯_：“二·一⋯⋯·(68)
。

一 ，、j：。第一节牲畜交易市场⋯⋯m’：⋯·：寸?一·j一··-⋯⋯：··?(68)

t，、 。．附：我们是怎样把牲畜市场搞活的，：y∥““．m?⋯·；!一，⋯⋯(77)
==

。j：． 办好余粮堡牲畜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一譬_·。?·，：⋯(79)

i ，+j，j 东北第一牲畜市⋯⋯⋯⋯⋯⋯⋯·；譬··：⋯．．．⋯⋯一∥(83)’’
·‘r t ，请救救哲里木盟牲畜交易帆心；j．．．‘小．¨··．_．．⋯⋯．"‘(87)
i 一撤掉伊胡塔的非法检查站’，．一，： {『_f：．：，

。
i ·1．

”



哲盟牲畜交易中心的出路何在··■⋯⋯⋯⋯⋯⋯⋯·(89)

，——从市场交易活动看畜牧业经济的发展
·

壮大牲畜专业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95)
， 第二节市场服务部⋯⋯⋯⋯⋯⋯一一⋯⋯⋯⋯⋯⋯⋯(101)

附：工商所办经济实体，为繁荣市场服务⋯⋯⋯⋯⋯⋯⋯(105)
， 市场服务部岗位责任制⋯⋯⋯⋯⋯⋯⋯⋯-·-⋯⋯⋯⋯：·(109)

。’

招聘市场服务部工作人员合同书⋯⋯⋯⋯⋯⋯⋯⋯⋯⋯(115)

第四章工商行政管理⋯⋯⋯⋯⋯⋯⋯⋯⋯⋯⋯(116)

第一节工商行政执法⋯⋯⋯⋯⋯⋯⋯⋯⋯⋯⋯⋯⋯¨．(126)

附：积极贯彻市场管理新法规 ． ～．
．

·’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一”⋯⋯⋯⋯⋯¨一(131)

：? 清理假集体工作总结⋯⋯⋯⋯⋯⋯⋯⋯⋯⋯⋯⋯⋯(133)
、

’第二节企业管理⋯·一⋯⋯⋯⋯⋯⋯⋯一⋯⋯=⋯⋯⋯(136)

附：加强企业管理、保证企业健康发展⋯⋯⋯⋯·：⋯⋯⋯·(142)
． 第三节物价管理⋯⋯⋯⋯-⋯⋯⋯⋯⋯⋯⋯⋯⋯⋯⋯(145)

， ‘‘整顿市场秩序，加强物价管理效果显著⋯⋯⋯(152)

，

‘。

’我们是怎样开展农村物价管理工作的⋯⋯⋯⋯(155)

。-第四节’市场治安综合治理⋯⋯‘⋯。⋯⋯⋯⋯⋯⋯⋯⋯··(157)
‘j· ‘加强综合治理，促进市场繁荣⋯⋯·⋯·⋯⋯⋯·(162)
。+’’ ·‘保护群众利益，维护市场治安’·：一”?“o⋯⋯．．(166)

r≯第五节个体私营经济管理⋯⋯⋯o⋯一一_．．·。⋯⋯⋯·(168)

：t 附：我们是怎样扶持个体户发展的⋯一⋯⋯“⋯⋯⋯”·(175)

余粮堡地区坐商个体户下降四分之一⋯⋯南⋯．．．⋯··(179)
’j 第六节合同管理⋯⋯⋯⋯⋯⋯⋯⋯⋯⋯⋯⋯⋯⋯⋯⋯(182)

． 附：我们是怎样开展合同管理工作的⋯，：⋯·：二一十．．．一一·(187)

。第七节商标管理⋯j⋯⋯⋯⋯⋯：．．．⋯一·．_’⋯一⋯⋯⋯·(19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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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广告管理⋯：⋯·?甲：i-．．·0-二●一F?·，-⋯％⋯·?j．．．?(195)

；、第九节⋯财务票证管理⋯一⋯m¨⋯}⋯⋯⋯≯桫⋯一一．-．(197)

第五章企业选介：，⋯⋯⋯⋯⋯·⋯一⋯-w⋯一⋯⋯．．．．⋯，(198)

㈠通辽市第二制酒厂⋯⋯一⋯⋯⋯⋯⋯⋯⋯．．’‘．I．“⋯：··；⋯一、℃i98)．
?一余粮堡粮食仓库⋯⋯⋯一⋯·一．．，，⋯⋯⋯⋯哥·—始⋯·，-(203)

r余粮堡农电所⋯⋯⋯⋯一．．一⋯．．，·”z．一．．“。·_”一”⋯⋯⋯．．(206)
， 余粮堡基层供销合作社⋯一一∥⋯⋯一一·-：一·e⋯·一??·(209)，

中国农业银行通辽市支行．：t余粮堡营业所t：·一⋯Li-⋯⋯：·(212) 一

．二哲里木盟石油分公司余粮堡石油库一一⋯⋯⋯⋯⋯⋯⋯(215)

．。。余粮堡国药批发部·：·!．．．??⋯．．．⋯·；¨¨⋯，⋯⋯’．，?·?7．．⋯一(217)

、余粮堡邮电支局⋯⋯⋯．．．⋯¨⋯⋯一。⋯一⋯⋯⋯⋯⋯⋯．．．(220)

⋯．通辽市酒龙制酒厂⋯⋯t·_．．．⋯黟·，譬，紫⋯一¨⋯⋯⋯··(222)

一余粮堡晨光料酒r··：¨··?·：，”÷?一．⋯⋯?a
D ot o·⋯g．·j··Y⋯⋯⋯·(225)

第六章党群组织_⋯I．¨．．．·-．-．_协·i·?一?：”．．：⋯⋯⋯·(227)
’

。，。第·节 中共余粮堡工商行政管理所党支部¨·?⋯⋯⋯·(2”)

∥附：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努力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小⋯(228)

。i，。第二节．通辽市个体劳动者协会余粮堡分会．．．_⋯⋯⋯(230)

，， ．．．把个协分会建成会员之家⋯⋯矗_⋯“⋯⋯⋯·：：(238)

-；， ，余粮堡分会工作汇报⋯j?⋯一”尊吧⋯⋯⋯⋯⋯“(243)

，。j ，‘余粮堡个协分会制度⋯r一，．．．-·“⋯，．．⋯⋯··(247)

：一 ．、 i搞好分会组织建设，抓职业道德教育}t

。。，． ，．．．发展个体经济⋯⋯⋯∽一⋯∥⋯⋯⋯⋯⋯(250) ．

．，一 余粮堡个协分会三件新事⋯；·：⋯．．．⋯如⋯⋯⋯(254)
， ⋯；一个红红火火的个协分会⋯¨⋯⋯·?_⋯⋯⋯·(256)

：一 ⋯‘我们是怎样做个协工作的．．．·+-t?⋯⋯⋯”⋯⋯··(261)

，第三节通辽市工商联合会余粮堡分会一“一⋯一·⋯⋯⋯(268)

·3· ．



一{．第四节通辽市消费者协会余粮堡分会_⋯⋯⋯⋯·⋯∥(269)

，c-。第五节余粮堡个协团支部⋯一⋯二；⋯j⋯⋯⋯⋯⋯⋯．：：’(271)

：、-第六节余粮堡黄牛协会⋯⋯⋯⋯⋯⋯⋯j⋯。·j⋯i⋯⋯-：(272)

．‘附：黄牛协会章程⋯⋯⋯⋯⋯⋯⋯⋯⋯工；．．．，o⋯⋯j⋯r。(274)
’

第七章荣誉录⋯⋯⋯一⋯一一一⋯⋯⋯⋯⋯．。⋯．-．⋯～(277) ．

i⋯：一第一节集体荣誉⋯一．．．．．．一一⋯一⋯⋯⋯⋯⋯⋯．_⋯．+(277) f

、。第二节英模录⋯⋯⋯⋯一⋯⋯⋯_⋯⋯小一·t：⋯⋯⋯(280)

⋯第三节 自治区主要领导和外国人?。，-， ，：： ：。_

。￥：，· ’⋯
’视察考查余粮堡市场情况o⋯⋯·⋯?··?。·0(282)

第八章附录⋯·‘⋯⋯⋯⋯．．．一⋯⋯⋯⋯⋯-。⋯o⋯⋯⋯'(284)

、·第一节工作总结⋯．．．⋯⋯⋯⋯⋯⋯··：：：⋯一··j⋯：一·o(284)
7一+ 。+1965年市场管理工作总结-⋯_⋯⋯．．⋯⋯·(284)
i ‘’余粮堡工商行政管理所1979年工作总结⋯⋯(291)

。：．。 一搞活商品流通建设文明市场⋯⋯⋯一--⋯··(296)
．’ 励精图治再创辉煌⋯⋯⋯⋯⋯⋯⋯⋯⋯⋯⋯(303)

．第二节专题材料⋯⋯⋯⋯⋯一jo．．．⋯⋯⋯⋯⋯⋯⋯⋯(309)

培育一处专业市场带动一方经济发展⋯⋯_⋯(309) ．‘

· 第三节规章制度⋯⋯一：⋯¨⋯⋯⋯⋯⋯⋯．．_．⋯⋯⋯·(313)
。：，⋯ 1987年度规章制度⋯．．⋯⋯⋯⋯一⋯⋯⋯．．．．·(313)

’一． ，1988年度目标管理责任制度⋯·二：：j⋯⋯⋯⋯·(319) ．’

1996年廉政建设六条规定h o·e·⋯一⋯⋯⋯⋯(328) ．t

：：二 ‘

1996年财务工作管理办法’⋯一⋯⋯⋯⋯⋯⋯·(329) 』

一．．
t。。

1996年关于改善交通工具的会议纪要⋯⋯⋯(330)

一 1996年关于加强工作时间管理的制度⋯⋯⋯(331)
’

1996年目标管理实施方案五⋯⋯⋯⋯i⋯⋯⋯(332)

7√一_1 1997年度工作职责及岗位责任制^⋯⋯⋯⋯·(33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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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余粮堡农贸市场发展，看集市贸易作用⋯⋯(356)

第五节表格⋯⋯⋯⋯⋯⋯⋯⋯⋯⋯⋯⋯⋯⋯⋯⋯⋯⋯⋯⋯

， 余粮堡工商所近二十年基本情况表⋯⋯⋯⋯⋯

市场农副产品行情表⋯⋯⋯⋯⋯⋯⋯⋯⋯⋯⋯

牲畜市场行情表⋯⋯⋯⋯⋯⋯⋯⋯⋯．．．⋯-．．⋯

，编后记⋯⋯⋯⋯⋯⋯⋯⋯⋯⋯⋯⋯⋯⋯⋯⋯⋯⋯⋯⋯⋯

360

360

361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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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捐经常、临时分卡。

到民国六年，余粮堡已成为通辽镇以西最大的集市贸易中心，民

国六年七月，辽源县知事靖兆风向奉天省呈报：“通辽镇发达为最速．

故前有增设县治之议，该处西有余粮堡，北有胡家园子，东有孔家窝

堡，均堪为设镇之处，现已设立集镇，商民营业亦颇不少。”

中华民国时期，余粮堡是周围近百里的商业贸易中心，周边百里

的蒙汉居民都到此地来进行农副产晶、牲畜、畜产品、野生动物皮张

及生活日用品的交易，特别是郑通铁路，大通铁路通车，通辽至余粮

堡的土公路修通后，交通便利、山东、河北、辽宁、吉林等外地客商到

此经商的不断增加，集市贸易日趋活跃。当时余粮堡地区较大的商

号有：东烧锅南元兴，西烧锅德顺庸；杂货铺有：永盛隆、永昌盛、张床

子；油坊有恒记大油坊；还有杨家木匠铺等商工业店铺30余家。

，中华民国时期，余粮堡成立商务分会，集市贸易、工商业店铺均

由商务分会管理。 ’。 ．

’ 。一
‘， 一‘ 、、一t‘

日伪时期，余粮堡地区的民族商工业受到了摧残。日本侵略者

先后成立了盐务缉私分局，各种专卖品会社，如：满洲会社、泰百公

司、东亚公司、兴农合作社等国家性交易所类贸易组织。对食盐、水

泥、石油、大豆、烟、酒、丝绸、棉花等均成立专卖机构经营，还成立了

生活必需品配给所，生活必需品均实行配给，不准私人经营，如有经

营者，以违法论处。余粮堡地区的商工业受到严重地排挤和打击，但

由于余粮堡是东西百余里，南北七、八十里的商业贸易中心，尽管日

本侵略者严格控制，商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康德五年(1937年)前

后，余粮堡镇内主要商号有：德顺庸、德太祥、德昌盛、红开福、德开

福、德玉兴、天合玉等几十家大、小店铺；烧锅有：永顺东等；手工业

有：永顺炉、永发炉等小烘炉。 7．

’

日伪时期，由于余粮堡地区是周围百余里的商业贸易及人们的

活动中心，所以医药行业发展较快，有很多名医到此行医。康德五年

前后，著名医师徐广兴在余粮堡镇内开中西大药房，除卖药外，还坐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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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色彩极浓的“四清”运动尚未结束，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即开始。“文革”中，余粮堡仅有的几家dx-r厂。如铁业社-、 ·

木器社、拖拉机站、被服社、综合厂等都停工，大、小单位的头头都被

打成“走资派”而被夺权。各机关单位处于瘫痪状态，工商行政管理
’

机构也成了空架子，市场萧条，物资缺乏，且无人管理。 ’

，。r

‘1972年；经整顿，余粮堡工商财政，税务所开始履行职能工作。
+

’

． 。1978年，辖区内开始有两户个体企业，市场允许上市的仍然是

市人数和成交额电都成倍增长。1983年，日上市人数6，500人，比
、

市场物资丰富，空前繁荣。日上市人数增至8，000人，是1978年的 I’

56．1％；1985年；耕畜成交额30．84万元，占年总成交额的17．196。k·

．f． 一j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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