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闷

；i}≮黔。一i■一



简阳市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志审查验收表

编写单位 小志编写起止时间

简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起 稿 完 稿

全 称
2002年5月 2003年5月

全志共有13章28节

约1 5万字 总共239页

照片55幅

编志单位领导

蔡纯午
验 收 人

主管部门

赵燕鹰

验 收 人

市 志 办

付克全甘立德
审 查 人

市 政 府

毛绍君
审 批 入

发证

验收时间 2003年8月15日



筒阳市工商业联合(商会)会志

编修领导小组

组长：蔡纯午吴健华

副组长：江南辉付克全吴成英

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王勇王旭田付能福朱力

刘进刘德才汪广俊李东成张小刚张中道张勇郑传彬

陈纯才贺民平高凤琼秦玉兰徐正唯曹敏谢敏龚华斌

鄢志文彭敏蒋培庆樊友良

编写 小组

主编：徐正唯

副主编：甘立德金锋 陆文宪

主笔：陆文宪甘立德

编辑：陆文宪甘立德金锋李开全

资料：甘立德吴成英金锋李开全陈揖明 刘诗亮

刘玉碧付育敏

校对：金锋甘立德李开全

摄影：李永华



筒阳市工商业联合(商会)会志

编修领导小组

组长：蔡纯午吴健华

副组长：江南辉付克全吴成英

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王勇王旭田付能福朱力

刘进刘德才汪广俊李东成张小刚张中道张勇郑传彬

陈纯才贺民平高凤琼秦玉兰徐正唯曹敏谢敏龚华斌

鄢志文彭敏蒋培庆樊友良

编写 小组

主编：徐正唯

副主编：甘立德金锋 陆文宪

主笔：陆文宪甘立德

编辑：陆文宪甘立德金锋李开全

资料：甘立德吴成英金锋李开全陈揖明 刘诗亮

刘玉碧付育敏

校对：金锋甘立德李开全

摄影：李永华



碲彳无
健努
康徒
发进
展民

’召
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何志尧题字

短楫多商歌／夕恤
锣久岫荛

：GQ

9切寻曼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

●

◆

资阳市人大副主任、资阳市工商联合会长王登高题字

{窍岛韪
参曩



省、市领导和简阳市工商联第九届班子成员在一起。前排右六为省工商联会员处处长贾建学、

左六资阳市工商联会长王登高、右七简阳市委书记李平贵、右四简阳市长陈文仕、左五市人大主

任袁世钊

工商联会长蔡纯午在九届会员
代表大会上做工作报告。

现任工商联党组成员，从左

至右：付能福、书记江南辉、成
员付瑞华。

工商联九届会员代表大会

会场。

市委分管书记陶万恒(前排右
四)、市委统战部长张文高(前排右
五)与市工商联八届常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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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辑《志书》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为了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承继下来，造福于人民，简阳市工商联志编写

领导小组，在简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中共工商联党组的统一

领导下，开展了这项艰巨而光荣的工作。

我们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展《简阳市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志》编

辑工作的写作准备的。从收集资料到编纂过程，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

的历史唯物论和辨证法的观点，坚持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修志。结合本部门的现状，立足当代，回顾近代，追

溯前史，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给改革开放提供借鉴资料。

资料的选用上，以查找档案为主，通过查证并加以口碑座谈核实。具

体撰写时，则以历史、档案史料为依据，科学地安排归属与顺序，尽量避

免搞成史料汇编，力求著述与史料浑合成志。

按照上级有关编志的要求，结合部门志所具有的地方性和连续性的特

点，把资料的广泛性、可靠性、具体性三者溶为一体，如实反映时代背

景、社会制度，从而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

由于我们政策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所限，加之资料残缺收集困难，文

稿中的错误在所难免，希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

《简阳市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志》编写小组

二00三年五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内容：大事记述；机构沿革(清末商会、民国商会、同业公

会、工商业联合会)；主要工作及活动(建国前商会活动、工商联工作活

动)；人物；附录等计五篇，十三章，二十八节。

二、本志上限起于一九O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下限止于二00三

年。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编纂。

三、本志采取记叙体裁，辅以图表，在结构上以大事记为经，以其事

实为纬，构成一体。

四、本志史料来源于省、市(县)档案馆(局)，本工商联档案室；

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工商局、市供销合作社以及从事过工商联、商会管

理工作的老干部、老职工和老商会人员口碑考证。

五、本志记述清代、民国纪年采用括号加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自

1949年10月1日起，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使用简化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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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工商业联合会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在清末和民国时

期，各个时代的商会(工商联)多为地方绅士豪强把持，为其少数商人和

官商服务，不为多数中小商人谋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商联组织

成为工商业者自己真正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

重要的人民团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团结、教育广大私营工商

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工商联又推动工商业者进行学习和自

我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经历过“文革”的浩劫，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联得到恢复和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工商联的

性质、作用、职能， 组织机构更加健全，工商联组织以崭新的精神面貌与

时俱进。

我国最早出现商会是唐朝。其时叫行会、公所、会馆等。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拟改良政治，实行变法。在实施新政

中设立商部，制定商务总会和分会组织法，以及商务公断处组织章程等法

规，通令全国。县级设商务分会，县级分会以县知事监督。

光绪二十九年，简州商会设于石桥镇。光绪三十四年，另在简州城中

街湖北会馆成立商会。宣统元年(1909年)，始奉文定为简州商务分会。

石桥商会因不服涉讼省长公署，至民国三年(1914年)四川省署方判决石

桥另设事务所，不与县城联系。因此，这一时期，简阳县出现了两个商
厶石。

民国政府于民国三年第一次公布《商会法实施细则》，民国四年修正

《商务公断处章程》，并公布实施，民国十七年通过《商业协会组织条

例》。民国十七年十月，简阳、石桥两商会合并，名称改为简阳县商会联

合会，会址设在简阳县城，石桥设事务所。民国十九年，依法改组后，相

继成立山货、匹头等22个同业公会。民国二十四年改选，陈子奎任第四届

主席。石桥商人不满连任主席皆县城人，遂于民国二十八年在石桥镇分组

成立商会，与县商会再次脱离关系。此后，龙泉、平泉亦先后成立镇商

会。直到解放，简阳县共有4个商会。活动范围则县商会只限于县城，石

桥、龙泉、平泉只限于本镇。民国二十九年重新组织的县商会共历3届。各

商会经费来源于收缴会员会费和在所辖范围内筹集。

各商会主要任务：筹议工商业改良和发展；调解、公断工商业经济纠

纷；征询和通报工商业有关情况。在防压制时期，县商会还为过往军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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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粮饭，支应夫差。民国二十七年，县商会还参与捐募寒衣的活动。

各商会负贾人多为大商家。民国二十三年以后，县商会、石桥商会设

有“公断处”，成员多是地方豪绅、袍哥、国民党党员。通过“公断”，

贯彻国民政府有关工商政策、法令，管理和控制商户。

民国十九年，改组成立县商会时，各行帮分别成立同业公会计22个。

至民国二十五年简、石合组商会后，有同业分会26个。民国二十九年，石

桥、龙泉、平泉分设商会后，各镇根据当地商会情况分别建立地区性同业

分会，各不相隶属。但制糖、糟坊、典当3个同业分会，仍是全县性组织。

到1949年底，简城有同业分会31个，石桥镇有M、lp分会36个，其中会员性

同业分会仍为制糖、糟房、典当3业。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接管旧商会。1950年5月16日，成立县工商业联合

会筹备委员会。全县64个乡镇的135名代表参加成立大会。1953年12月20

日，召开简阳县第一届工商业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县工商业联合会(简称

工商联)。选举产生33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其中常委13人。县工商联经

费由会员合理负担。1959年1月，县工商联纳入国家行政机构，人员列入行

政编制，经费纳入同家预算，停止向会员收取会费。县工商联下设11个区

分会，8个办事处，48个工商小组，由政府派出国家干部lO人，分别担任区

分会秘书。县工商联内设秘书股、组宣股、业务辅导股、检查组，办理日

常事务。至1962年，县工商联共经历四届。1966年“文革"开始后，县工

商联及下属各分会组织机构陷于瘫痪。

1950年9月，各乡镇建立M、Ip公会筹委会，为县工商联筹委会下属群众

团体。1956年，经过对私营工尚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业公会自然消失。

1962年，为了适应商业体制改革，同业公会有所恢复。至“文革"开始，

不复存在。一直到1990年，随着简阳烟草同业公会的成立，才又走上了正

轨。但因改革开放的变化，同业公会自然是与五十年代不一样了。

县工商联筹委会期间，积极协助党和政府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

的生产和经营，在搞好税收、推销公债、支援抗美援朝等方面做了许多工

作。同时积极参加“五反”，全县清理出违法商户1523户。

县工商联成立后，参与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改变经营作风，送货

下乡，沟通城乡交流，调整商业网点，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工农业生产发

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因受“左”的影响，广大工商业者长期被

列为改造对象。县工商联主要工作一直放在对原工商业者如何进行思想改

造方面。1958年“整风”、 “交心”运动后，县工商联在养马区自办有

“兴无水泥厂”，该厂是县工商业者长期劳动锻炀：和集中学习改造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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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1986年8月5日，召开县第五届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恢复县[

商联。选举执委18人，常委7入。随后于1989年9月，1992年5月，1997年

3月分别召开简阳县(市)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会员代表

大会。同时，对全市的分会开展了新建和换届工作，并且在新的工商联班

子中引进了一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和热爱工商联工作的新人，使工商

联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逐步为工商联组织的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1987年，简阳县工商联结束了自己30多年没有建立党的组织的历殳，

当年5月建立了“中共简阳县工商联党支部”。1993年，随着第。仟中共简

阳县工商联党组书记陈揖明同志的到任，在年底正式组建了中共简阳县工

商联党组。

1987年县工商联n：贸家区试点，开始了恢复和建立工商联基层委员会

的工作。到1992年陆续恢复和组建了各区(镇)工商业联合会分会，成为

第一批以当时的区公所为建制的各区分会。1994年以后，开始吸纳企业单

位为团体会员。1997年底，简阳市工商联三个直属镇分会和十个片区分会

分别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分会领导班子。2000年根据

简阳市委(2000)9号文件要求，将简阳市工商联原以中心镇和直属镇为单

位建立工商联分会的组织形式，调整为以片区和直属镇为单位建立工商联

分会。这对今后更好地开展工商联工作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将起到积极作

用。

简阳市工商联组织在八十年中后期恢复以后，逐渐把工作重点放在为

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上，积极为会员服好务。在联系产销业务方面牵线

搭桥，为企业与金融部门的合作四处奔走，促进信贷关系的建立，为厂长

经理举办各种信息交流会和培训技术班，给遇到困难和干挠的企业排扰解

难，这说明工商联组织急会员之所急，想会员之所想，积极为会员的生产

经营出一份力的服务意识不断提高。

以“简阳市光彩事业促进会”的成立为标志，体现了简阳工商联倡议

的助教扶贫等公益义举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几年来，以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为主开展起来的光彩捐资活动等，金额已达数百力‘

元。在社会上受到了J一泛赞誉。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约见工商联五位领导人(胡厥文、胡’Ji

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驶)时指出：落实政策以后，要发挥原工商业

者的作用：“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为改革开放服务。党中央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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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决策，大大调动了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工商联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

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工作方针。简阳工商联在1986年重新恢复工作以

来的十多年时间里，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积极参政议政，在简阳经济

和社会重大决策方面参与政治协商，发挥不可或缺的民主监督作用。随着

工商联职能的转变，工商联作为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和党和政府

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工作对象变了，任务明确了。近年来的工

作实践，证明简阳市工商联组织为简阳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做了大

量艰苦的工作。对工商联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巩固和发展

了爱国统一战线，为简阳市的政治稳定，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展望明天，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随着简阳

市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崛起和快速发展是可以期待

的。简阳市工商联组织的职工和全体会员，一定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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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事记述

清光绪二十九年(1 903年)

成立“简州商会”，会址设于石桥。

1 908年

简阳商会在县城中街湖北会馆成立。

清宣统元年(1 909年)

简阳设商务分所，劝业分所在州属龙泉驿，成立龙泉驿商务分所。

民国元年(1 91 2年)

简城正式成立县商会，石桥人大哗不依，另设事务所。

1 914年

简州改简阳县。县商会改商董为会董，改总理协理为正副会长。

1 91 9年

石桥成立商场公断处，除公断员外还选聘有调解员若干入。

开始定正、副税征收银元。每正税“一”两征银1．6元，副税“一”两

征11．6元，肉税改征银元，每只猪征银O．4元。

1916年

开始征收屠宰羊税。

加收正税票费。加收肉税，每只猪征银o．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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