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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商业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它是联系生产和消费者

的桥梁，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阜阳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历来是州、府、县署

所在地，为皖北商业重镇。但近百年来，阜阳商业为地主、官僚所

垄断。经营上囤积居奇，尔虞我诈，致使市场凋零。 “要得发，众

人头上刮"，这就是资本家经商发财的秘诀。

建国后，改变了商业体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

造。在国营经济引导下，阜阳商业一直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前进。

特别是贯彻了“为_71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商

业网点遍布乡村集镇，商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城乡市场更加繁荣。这三十多年的商业历史，实在值

得大书特书。

为了保存资料，总结经验，记取教训，为四化建设服务，我们

编写了这本《阜阳县商业志》。在编写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遵照“详今g}-&-；古为今用”的原则，按时间顺序，

实事求是地反映阜阳县商业的历史和现状。

这部志书上限始于一九四八年，有些地方追溯到事物的发端，

下限断至一九八四年。全书共分八章三十二节。出于为党和行政部

门提供制定商业政策的依据，出于为商业工作者提供信息静咨询，

我们在编写中力争做到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统计准确。现在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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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希望它在服务“四化”建设中能起到

它应起的作用。

《阜阳县商业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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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阜阳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小麦、大

豆、鸡、羊、猪等。自古以来就是农、副产品集散地，商业颇为发

达。城市有粮、酒、油坊、食品、杂货、绸布、百货、酱园、丝

店、故衣、银楼以及饮食服务等行业。

农村中的商业多集中在插花、王人、洄溜、袁寨、口孜、行

流、大田、龙王堂等较大集镇。主要经营棉布、土布、百货、杂货、

油盐、粮、酒等。

建国前夕，物价猛涨、猛跌，导致小商贩、小业主破产倒闭。

百货商郝金城因一天之内商品三次跌价，三十一万元资金亏赔殆尽。

碎货商王端甫因物价波动，被迫到烟厂去摇大轮。而官僚、资本家

的商业却因囤积居奇而发了财。
“

一九四八年八月阜阳解放，结束了国民党在阜阳的反动统治。’

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商业网点亦有所变易。

建国后在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导下，从一九

五零年起，先后成立了百货、盐业、土产、花纱布、石油等国营公

司。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商业战线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广大职工、干

部深入地进行了两个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

务)；三大观点(政治、生产、群众)的教育。各国营公司买卖公

平，价格合理，使国营商业在群众心目中享有很高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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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ti!--年起全党贯彻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私营资本

主y,-r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止，所有私营商业，

实行了公私合营或金行业合营，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形成了以国营

商业为主导地位的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经营的商业体系。

建国三十多年来，国(商业局所属企业)、合(县供销合作社

所属企业)商业虽经历了两合两分，但只是行政机构的变动，对商

业工作影响不大。

国营商业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凡是关系到国计民生方面的商

品，全由国营商业经营。这在建国初期对发展生产，稳定物价，保

证群众的。生活需要，是非常必要的。但也因而形成了独家经营，出

现了坐门等客的经营作风，给商业人员带来了“特殊”的优越感。

逐努滋长了“官商”作风。六十年代初期，因三年困难时期给国

家经济带来的困难，物资供应紧缺，个别紧俏商品，必须通过私人

关系才能买到。群众称它为商品“走后门”。县商业局为纠正这一

不正之风，曾专门设立了反对商品“走后门”办公室，抽调专人办公。
“

但由于体制没改革，加上其他原因，不仅“走后门”之风没有纠

正，而企业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企业吃国家

的、“大锅饭”(企业亏损由国家补贴)，职工吃企业的“大锅

饭”。这样企业外无压力，内无动力，生意越做越死，包袱越背越重。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普遍

推行，在商业体制上也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

通渠道，多种经营形式，少环节， “三多一少”开放式的流通体

制。市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变独家经营为多家经

营。开放市场，鼠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相互竟争增添了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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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实行多渠道少环节自由进货，改变了以往农村向三级店，三

级店向二级站，二级站向一级站单一的进货方式；第三，在企业内

部普遍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使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挂起勾

来。把以利润为主的购销等四项指标包到公司。公司再层层分解到

柜、组和个人。实行超产奖励，完不成罚款的制度，调动了企业职

工的积极性，有力地克服了平均主义。

目前，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指引下，一方面大、

中型批发商业，要增强活力，完善各种承包责任制；另一方面，零

售商业企业，放开搞活，实行改、转、租、让的形式，小型零售商

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单独纳税，自行开户，以达到加大流通，

加快流通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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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事记

一九四八年八月阜阳解放，随着政权机构的建立，成立了工商

行政管理局，负责管理银行、税务、贸易、工商四项业务。

一九四九年一月，银行、贸易业务从工商行政管理局划出，十

二月税务工作亦划出。 、

一九四九年四月，成立大淮商店(阜阳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企

业)，十余人，下设一个门市部，批、零兼做。同年八月改为贸易

公司，交专署直接领导。

一九五零午，改22商行政管理局为工商科，配备三人。

一九五六年春，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阜阳城内

的所有私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全行业合营或合作。农村中的小

业主、小商贩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参加组织的占农村总商业

户的88％。
“

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工业科，原工商科改为商业科。

一九五六年为发展大牲畜，往内蒙古、新疆、广西、苏联采购

牛、马。至一九五八年计购进各种牲畜一千六百三十一头。其中新

疆马五百三十六匹，苏联马七十匹，蒙古马十九匹，蒙古牛九百

零八头，广西水牛九十五头，关中种驴三头。另有新疆细毛羊二百

零四只，山东山绵羊二千二百零五只，供给农村。

～九五七年四月专区所辖百货、纺织品、煤建、医药、盐业等

分公司下放到县，改名为县公司。商业抖改为商业局，内设私改、

业务、财会、计统四个组，计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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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五月份，商业两与供销合作社合并，公司撤销。

公司业务并入商业局。局下设工业品批发部、采购经理部、农副产

品经理部。

一九六一年九月，供销合作社从商业局划出(简称国、合分

家)县商业局所属各公司相继恢复。

一九六三年，百货公司组织专门力量对“大跃进”时期生产的

低劣产品和盲目收购的农副产品进行了处理，损失人民币三百余万

元。

一九六四年，食品公司从蚌埠调进酱肉，因变质造成百人食物

中毒，通报全省。

一九六四年，百货公司仓库被省商业厅授予“先进仓库”称
日

亏。

一九六八年，省内肉厂停产，生猪外调困难，食品公司在蚌埠

设立活猪中转站，将三万多头活猪转运上海。

一九六八年底，供销合作社、商业局第二次合并，成立商业服

。．务站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Z-年全县收购生猪二十四万多头，创历史最高记录。

一九七二年，老庄食品站王寨点营业款七千九百多元被盗。

一九七三年食品公司在古楼东人民路南侧建三层大楼一座

(后交给阜阳市)。

一九七四年商业局汽车队成立，有江淮车五部，人员十二人。

一九七八年，国、合分家时车队交县供销社。
7

，

一九七五年食品公司在人民路东头路北，建三层楼一座，一楼

营业，二楼办公，三楼设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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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七五年，县食品7公司在插花建一个改良种猪场，购进“上

海白”改良品种猪二十头。

一九七六年七月，烟酒公司在闸东胡桥购地十一亩七分，建仓

库两幢八百五十平方米。

一九七七年，煤建公司，在插花阜蒙河北征地四十五亩，建

石油库一处。一九七九年正式营业。

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变废为宝”题词十

九周年，全县于八月份开展突击回收废品运动，从八月三日至十五

日回收废品总值十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四元。

一九七七年，县成立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公司，临时借县百货公

司文化仓库办公。

一九七八年六月，国、合第二次分家。商业局下属百货、五

金i烟酒、食品、煤建、医药六个公司。

一九七九年，为安置知青就业，建知青厂两个(切药、卤肉)，

知青门市部四个，安排知青二百零七人就业。

一九七九年九月，石油从煤建划出，单独成立石油公司。原煤

建公司改名为燃料公司划归物资局领导。

一九七九年，烟酒、百货、五金三个门市部在县委大门东侧建

成，于十月一日营业。 ．

一九八零年八月，审定授予会计技术职称，在商业系统评定一

级助理会计师四人，二级助理会计师一入，一级会计员十人，二级

会计员八人，三级会计员十二人。
7

一九八零年八月，在西关外约两华里处，沿阜临路南侧筹建阜

阳县加油站，占地三千平方米，一九八一年九月正式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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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百货公司四层营业楼在人民路东段破土动工。一

九八三年建成交付使用。

一九八一年，局属医药公司划出，交县计划委员会领导。

一九八一年七月，柴油价格改革，国家对农村生产用柴油每吨

补贴一百二十五元取销。

一九八二年，为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县百货公司与马寨供

销合作社建立联营批发部，公司投资三万元。

一九八二年，新华区新华食品厂纳入商属厂，隶属烟酒公司，

集体性质不变，人权归区。

一九八二年，食品公司上交利润一百四十五万多元，创历史最

高水平。

一九八二年九月三日，食品公司召开第一次企业职工代表会，

到会代表八十五人。会议就以下七个问题作出决议：1、通过副经

理汪茂正所作工作报告；2、通过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决议；3、 “通

过贯彻农村食品购销站管理条例”的决议；4、通过贯彻“全国职
、 工守则”的决议；5、通过食品职工岗位责任制的决议；6、通过

开展劳动竞赛的决议；7、通过若干组织的决议。

一九八二年二月，烟酒第三门市部在县教育局楼下开始营业。

一九八二年十月，烟酒公司办公大楼在阜太路1：／人民路北侧

破土动工。一九八四年十月落成开始办公，一楼为第一门市部营业、

室，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烟酒公司在插花设立分销处，地点在插花

医药站院内。一九八四年迁至插花石棉瓦厂营业。

一九八二年，食品公司贯彻兽医卫生搿十二条”被省公司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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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一九八二年，食品公司在闻集食品站作企业整顿试点，经县企

业整顿办公室验收合格。

一九八二年，食品公司门市部在“文明礼貌月”活动中，被授

予∥文明礼貌”单位。

一九八三年，县石油库被省石油公司评为“四无油库”，地区

石油公司授予“油库管理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一九八三年，各公司所属知青店，先后转为集体商业。

一九八三年七月，烟酒公司在华佗成立分销处。十二月在闸东

造纸厂附近租民房八间，成立闸东批发部。

一九八三年，食品公司出席中国食品总公司在山东诸城召开的

贯彻食品卫生“五四”制先进单位表彰大会，被授予先进单位称号。

一九八四年，石油、食品、五金、烟酒四公司，通过企业整

顿，经县企业整顿办公室验收合格并发给合格证。

一九八四年，食品公司贯彻基层食品站条例，经验收全县十二

“个食品站全部合格并发了合格证。

一九八四年，食品公司和伍明食品站被地委、行署评为先进企

业，并颁发了嘉奖令。

一九八四年，食品公司在门市部后院建百吨冷库一座，开拓冷

藏食品的新项目。

一九八四年八月，食品公司下属综合商店，经县政府决定改为
“阜阳肉食品厂"，产品远销上海、广州等地。该斤生产的“广式”

香肠，被省评为优质产品。

一九八四年，伍明区店集食品点、县委食品门市部，被物价部
门评为“物价信得过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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