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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盛．世修志移’在中嗣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枣阳县志》的编修，据资料记载之始手骣
盎字藉。

⋯⋯

’痈纂枣陌县i茼每监怠苇j枉我甚桌说趣麟二诙。：’爸_将为享袜后代留卞葡着廖瀹，赢
有薪鉴的厉更遭产：‘．为j聪．i商战线锐要耐走．许痢：‘崭壳商运I+：揩鲁‘土{；乍：“意菇箍蘸痰读￡
前毒的基-础_并料。：。因‘如一稹肴臻遗酌厉吏意义翻现卖意艾：⋯⋯’’一⋯『I 7

4“j
：奠这苯“厨定≯’是藉蜘完年、t1公完i．。香“1’牙年’j壹二兔人三年着美i商祷交管理酶主毒
-r作及主要资料，莱取接葶分类j’接年代顺序进符整匆’汇桑’曲，一追速了．±商行救管理工作的
前身商务会对i商企业的管趣i倌，匏送’了薜最后‘i商’荇政管垂坑构曲爰孟与变化，意结子
建国兰十多年来这个帮订所作的大量工作和经历的大事记。它既作为枣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的概述，一义是工茼行政管疆i倌．莳厉蔓写裱√’
一一 ⋯⋯ ⋯

。

在编写过程中，我jfj坚持房吏唯物堇义观点，按照尊重历史、尊罩事实。秉笔直书的原
勋；站在无产阶级酌壶场上：一对鼯茸时期i蒿釜亚莳暂适厉茧：”迸荇必要的{：己级，揭露了I白
土商待政管理的黑暗；‘‘妖额亍币簟犬鼯共莉茸戚五后i商行政管理工作维护国家的尊严和保
护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职能作用。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为j尊重历史和事实．查阅了省，地、县档案馆和中南赙鳋学院的有关
资料，还得盛亍耗基箕谴备方商酶夭力‘受拜r特勃起矗鸶羹湎志提筷枣釜黄爵赘料和史事。
县志办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们修志工作及时指导，热情帮助等等。．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

谢．

由于民国时期的资料残缺不全，建国后工商机构几经分合变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期

啊资料本零散失}．加上编者敢策水平低．．文化修养差．．．写作能力有限，¨又是初次修志，缺乏
誊书知识。因此存觯安排，内容取合。文字修饰等方谭巨，都有一定的缺陷．资料失寐。遗
嘉等亦在所难兔，恳请阅者批评指正。

枣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志
．．．⋯。．，． ；

，．编⋯纂．4k，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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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兰篇⋯i高肴竣辔趣土作
第一章‘工商企业管理工作

，． ，+．‘ ⋯．．一．
’l-Y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工商企业管理工作⋯一Ⅲ⋯⋯t．．⋯⋯⋯”’t．．．”⋯⋯(jl稍》￡

⋯．．公私合营或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螂，tⅢⅢⅢ一⋯．，．⋯⋯。⋯⋯·■《‘津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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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枣阳首次设立商务会，内设主席一人，理事一人，书记一人，

勤务一人，会址设在书院街当铺院。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枣阳县商业界根据《商务法》的规定，以保护工商者的利

益为宗旨，经枣阳县政府批准，在县=!=l：府派人监督下，推选出主席一人，常务理事五人，常

务监事一人，：抟记员一人，勤务一人，统管全县工商业的工作，县城关设十一个同业公会，

区乡集镇设备商务分会，具体执行办理商务的各项工作。

民国十六年(一九=七年)，商务会根据《商会法实施细则》，报枣阳县政府同意，商务

会设政务股(文书)、总务股、公断殷、交际股囚股。每股主任由常务理事担任。枣阳县商

务会会址，迁移赵家巷三阁书院隔壁(现公安局东边)．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粮、盐价暴涨，县政府督促商会捐款，控制盐、粮价，禁

止掺假。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十二月，枣阳县商会和县政府接襄阳代电，废止融衡器、

嚣器，推行新衡器，确定三个商店出售新器，未经检查的依法焚毁，共发行新衡器三千九百

四十六件，收回旧器(酒油器最多)二千四百五十一件，调查准确、遂行取缔、违禁事情，

即行惩办，没收衡器最多，废器次之，量器最少。 [襄地档(I 9 4 2年l 2月)二十一目

2卷)

根据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工商企业登记法》和《工商企业登记法细则》，县商会对全县

工商业户进行一次登记填表，发放营业执照，共二千一百二十四份。(县档工商科五十日2

卷)，发放县货物通行执照。

民国=十九年(一九四。年)商会在县政府派员的支持下，商会和同业公会出面控制

盐价，超出四角五分者，不得出售。但市场上无货供应，私人盐商暗中交易，高价出售，多

数以物换物。枣北一捆棉花(约六至七斤)换一斤盐11盐价不但没有控制住，反而暴涨。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枣阳县商会奉湖北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专字七千四百零五号代电，查禁“胜利牌”、“飞风牌”香烟，封存不准出售，同时还查出

卷烟内还卷有一角、一元旧币作为赠品(襄地档九目六卷)。

民国三十五至三十六年(1 9 4 6一一l 9 4=-7)期间物价再度飞涨，是民国=十五年

的四至六倍，如麻油由原来的一角六分涨到七角二分，食盐由原来的每斤一角五分涨到九角

五分，甚至涨到一块银元一斤。

民国三十六年冬，枣阳解放，利用原商会号召商店开门，工厂开工。

．民国兰十七年(1 9 4 8年)九月，南下大军抽调彭洲、弗洪泽二同志，从榈柏行署工

商行政管理局，领回资金到枣阳开展工商工作。在当时枣BHA-政府所在地太平办起第一个国

营商店，名目“汇丰商店”，从事商业管理和手工业购销活动，筹备支援大军南下的物资。

一九laJI,年五月，县政府组建工商科，属县政府办事机构，恢复、利用、改组原县商

会和各地商务分会，利用该组织领导全县的广大工商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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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十月，在县政府领导和工商科主持下，由工商业者选举产生了十四个工商业者

联合会分会，再次选出县工商业者联合会。省工商联合会和汉阳、宜昌、竹山、武汉等二十八个

市、县发来贺电。(县档局工商oo 4卷)。工商科指导县工商联合会和各区联合分会，领

导全县工商业者开展业务经营，并领导农村经济市场，不准投机倒把、不准短尺少两检查衡

具，进行对工商业领导和管理工作。

一九五一年五月成立枣阳县市场管理委员会，由财委主任霍英、孙建修同志任市管会主3

任和付主任。办公室设在工商科，各地工商联合会都参加这个群众性的组织，各地工商联合

分会业务受工商科领导。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之规定，全县

在工商业联合会和各地联合分会的协作下，枣阳县人民政府工商科进行一次全面的工商企业。’

登记，共发放营业执照五千二百一十九户，从业人员达六千五百六十六人。执照盖有县人民政

府印和县长吕绰亭印章。 r

一九五二年，进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i：磨

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物资、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是在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内部，特别是国营商业、供销、粮食部门内不断出现贪污、浪费行为，官僚主义也有一t-

定程度的存在，如果不把这些作风反对掉，这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十分有害的。“五反”

是对私营工商业者开展斗争，建国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纷纷开业，并。

得到迅速的发展。隧社会上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不断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追求利润

的欲望越来越大，他们为牟取暴利，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贿赂，拉拢，不择手段地进行徐漏’

国家税收，盗窃国家资财，在给国家加工订货中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对国家誉
设、抗美援朝和人民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五反"运动中，县人民政府召开了由赵

立真同志主持的大会，工商联合会十五个常委都出席了大会。大会号召领导带头下水，洗手‘

洗澡，依靠骨干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贯彻“过去从宽，今后从?

严力，“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渺的原则，坚决清除伍毒”俱全
的人，全县共捕获五毒俱全者十八人，偷漏税收八百七十六户，补税二亿八干多万元。·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全县工商业者代表大会，共出席代表三百六十五人，选

出工商联合会委员四十二人，常委十三人(其中不脱产六人)，同时又用了三天的时问对广

大工商业者进行总路线的教育，为了把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布置三十五个工商联合分瓴分
别用五天的时问，解决工商业者的疑虑，以提高工商业者的爱国热情，扭转有些工商业停j

业、歇业、改业、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四月二十八日在广大工商业者中贯彻六项措施，由于自查补报运动的开展，有些工商韭．：

停业、歇业、关门。六项措施实施后对开业或营业有影响经营或生产的工商业户减少了税．

收，资金有困难的给予贷款，扩大了贸易自由，使工商业户俱增。如湖河镇，六项措施贯彻

后，个体工商户由七户增加到二十九户(除合作商业外)，城关镇五天时闯增加六十八户工

商业者。 。一

十一月九日起，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统购即农民按一定标准留下粮油、种子后，余‘

下的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收购。执行统购统销后，社会流动资金广为增加，农村经济市场受

到严重的冲击，特别是粮食、食油、米花、食糖、、挂面等及其它粮油制品，市场供应倘现紧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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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现象r私人粮行、．饭店、驴贩子j抢贿、贩运往河南现象十分严重(因河南唐河县湖阳镇

收购价高于我县loo／)和新生的国营商业竞争。工商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主题、

改造两翼”的政策和“赎买政策，，。对私有工商业有的实行赎买，有的采取合营等办法。同时

我县的粮食、供销、商业、‘手工业等国营工商企业已发展减为主体，4为全面开展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
。

十二月枣阳县工商科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开展了统一度量衡的工作。秤和尺由工商联合

会按照省发统一标准下融作，打有“工商联合会监制”的火印，国营合作商业带头领回执行。

粮斗由粮食公司经一制作，并打上“粮食公司监制"的火印。县政府通知各地广泛发动群

众，。统一使用新衡器，禁止使用旧衡器。

一九五四年五月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总路线是t“多快好省地建设社

会主义，，，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

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县政府组建罐对私改造办公室”，办公室和工商科

一起办公，贯彻对个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展给国营商业加工订货。

。六月，全县工商干部(区工商干事．)和函市管会各工商联合分会组织专班，检查度量衡

换发落实情况，=十日后，旧度量衡具全部没收。全县共没收改制，消毁1目的不适用度量衡

器四千八百六十五件，基本上统一了全县的度量衡具。

六至八月，，阴雨成灾，滚河沿岸的资山、，吴店、熊集、琚湾遭特大洪水袭击，最窄水面

(资山乡)一里多宽，最宽处(古城乡)竟达十二华里，受灾三十三乡，达四万多人，伤亡六百多

人，‘+倒房二万二千问，毁地二十一万亩，县委租县人民政府组织了五个慰问团，分赴灾区慰

问，并调去了大批救灾生活日用品，工商科依靠工商联合会发动广大工商业者捐款、物，支

援灾区。．共支援衣服鞋IIil五百四十件，捐款五百万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开始，以城关镇为试点进行换发营业执照和工商企业普查工作，

县工商科的同志带领城关工商干事和工商联合会及分会同志在城关，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共

换发营业执照七百一十四份，盖枣阳县人民政府的印章，个体商贩加盖县长贾冠军的印章。

一九五四年四月全县区由工商科干事和市管会，乡由工商联合分会全力以赴开展换发热照工

作。．六月份全部结束，全县共换发营业执照四千二百一十六份，基本上摸清了全县工商业的
底子，给上级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九月二十日开始对棉花实行统购派购，即农民按照标准留下自用棉后，其余全部由国家

商业部门统一收购起来，全县各地市管会和工商联合会在市场上进行管理，不准棉花、钢材

铜等进入市场自由交易，同时发放布粟，票证作无价证券，不准买卖，铜作战备物资不准贩

，卖，、砻发现及时进行没收，交国营商业部门统一收购。

十月在县财委的领导下，对私改造办公室抽调工商、税务、商业、粮食等单位共二十六

人的专班，组织国营单位同私营签订经销合同，代销合同，加工合同等各种经济合同，并检

查监督经济合同的执行，防止投机行为，不准到外地乱购货物。这样逐步建立起公私企业的

关系，帮助私营企业建立账目，保证他们货物畅销量的30一一35％，一般保证他们一人能养

活兰至四人。全面制定了对手工业、小商小贩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计划，同时贯彻了

“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

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枣阳县工商科发出《关于作好发行人民币收回旧人民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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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各地市管会和工商联合会，在政府发行新币、收回旧币时期，应督促监督工商业，按新旧币

折算率，计算价格进行交易，遵守法令将新币发行前的账目尽快折成新币，用分位线分清，三

月一日入账者应一律折成新币，新旧币有累计差额的，应在科目前列折合换算表。凡有账目不

论国营私营单位一律应用有“旧币结转折合新币，，的字样，保证换发新币工作的顺利进行。

六月中旬，机关开展肃反，同时在工商业中按照R镇压反革命条例》进行处理。凡历史

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都列为肃反对象，开展的方法是自己交待，查证落实，进行处理。逮捕

了工商联合会付主任委员贾恒财，加工业的范祥生等十一人，进一步巩固政权建设。

八月二十二日，孙建修县长出席了全县工商业者代表大会，作了《关于领导小商小贩、

小手工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国合商业分家，国营商业占领城镇批发阵地，供销合作

商业占领农村批发阵地。由于全县实现农业合作化、土地、耕畜大型农具交农业社统一使用，

不再搞±地分红。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农民成为农业社员，

这一运动带动了小商小贩走集体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吴店1区办点，

由供销、税务配合大力组织小商小贩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把吴店的经验推广到全县，截止十

一月底，全县兴建熟食业组九十四个，铁业组八十五个，经销组一百二十个，与供销社挂钩

的小商小贩六十九个，解决了群众称之为“国合忙死，私商闲死，群众挤死”物资供应网点

紧张的局面，比较合理地安排了市场供应。

一九五六年元月枣阳县人民政府，根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公私合营暂

行条例》，掀起了全县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三月十二日，赵立真县长在全县财经干部和手工业者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为巩固胜利

继续作好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七月，由县长赵立真在黉学主持召开了枣阳县工商业者走公私合营道路的动员大会，宣布

了以饮食业为主的公私合营企业。罗运洪(私方)为饭店经理，陈祥太(公方)为付经理，

利民布店曹子见(私方)为经理，陈致美(公方)为付经理。其后医药、食品、百货、匹头杂

货相继成立公私合营企业，有计划的进入社会主义统一商业体系。直接过渡到国、合商业的

有6 1 2户，过渡到公私合营的有1 7 9户。

十一月对工业品和农付产品根据归属，商品性质和用途分别分为一、二、三类。一类物

资。s如钢铁、粮食、棉花等关系着国计民生的，管死不准自由交易。二类物资：如牲猪、烟、麻

等属国家统一派购的物资。三类物资是指自由购销物资。金银由银行统一收购管理，对一、

二类物资由粮食、供销抽出的管理市场专职人员，强行收购，不服管理，态度恶劣的交市场

管理委员会和市场管理小组办理罚没手续。

十二月六FI根据中央机整编精神和县委文件，工商科完成对私改造任务，并入商业局一

起。马富元同志任商业局局长兼工商市管局局长，基层工商机构整编合并为八个区市场管理

委员会。
’

一九五七年四月贯彻大鸣大放，发动群众提意见的方针，日：帮助党整风。县工商市管

局和商业局在一起，区和工商联合会在一起。

七月开展整风反右(统称打右派)的运动，根据鸣放意见的性质，划分为极右、右派、

普右(内部掌握)。过渡到国营商业的由商业局上报处理。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由供销合作

社处理，个体小商小贩由工商联合会掌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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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三月，实行人民公社化，贯彻一大二公，收回自留地，猪、羊、鸡、鸭鹅、等归

公。农民逐渐开始吃食堂，不论任何地方可以不带粮票、钱都可吃饭，向共产主义大跃进。

四月，全县各基层财贸单位合并统称商业科，商业科内设市场组。

。五月，关闭农村自由贸易市场，市场管理人员把集市上的人大部分撵去炼钢铁，没有大炼

钢铁的地方送去深挖土地。对先进的插红旗，对落后的插自旗，大兴参观足，日：学先进，赶

先进，对照先进找差距，拔自旗、插红旗。全县开始出现浮夸风一平=调，共产风，瞎指挥。

一九五九年，继续开展大跃进、浮夸、瞎指挥，一平、二调。提出赶日本，超英国：继

续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贯彻“以粮为纲”和“以钢为纲，，的方针。

一九六。年，上半年开展新三反，下半年进行精简机构，压缩行政干部和管理干部的任

务。

一九六一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经济

失调，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自由政策，平息五风。

一九六二年，开放城关交易所站，农村集贸点普设农付产品交易行，供销社建立贸易货

栈，调剂余缺，疏通渠道。为了回收货币，国营商业部门执行高价供应政策和实行议购议销

的办法。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枣会办字=十九号文件．又恢复了工商行政管理局。商业局

局长姜法良兼任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根据国务院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颁布的《工商

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和省地委指示精神，枣媚县人委以枣阳(6 8)会办字第五十五号

文件批转了枣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开展工商企业登记发展情况的报告》，同时批转了

《关于恢复建立县市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李佃选当选为主任委员，姜法良、孙新民．、王

长清任付主任委员，曾顺祥、王国秀、李恭舜、冀迅、朱华甫等为委员。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是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市场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处理日常工作。

七月十日，按照县人委五月十日批准召开恢复各级工商联合会的通知精神，在工商行政

管理局的领导下，召开了全县工商业者代表大会。按照区铰的设立，建立了十四个工商联合

会并制定了《枣阳县工商联合会章程》。

十月，建立《工商企业登记领导小组》，抽调工商局、财政局、商业局，供销社、手工

业管理局、税务局、交通局、粮食局、工商联卫生局、文教局、检察院、市管会、法院十四

个单位，=十六人组成办事机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全县工商企业进行了登记清理工

作，对全县三千一百六十六户办理登记，给四千零一十三个经营单位和个人发放了营业执

照，下放和取缔了六百三十五户无证经营的“黑户”。这是建国以来第二次全面的工商企业

登记。

一九六四年二月根据县人委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各区镇已全部单独建立市场管理委员

会。多是用被撤销的区辖锭的镇委会所用地址和房产。挂区市场管理委员会的牌子，配备二至

三人，工资和费用开支由收缴的管理费和罚没款内开支，多余上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继续

开放市场，加强管理。

一九六五年枣阳县，县、区两级市场管理委员会，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打击投机倒

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中三十条规定，在全县范围开展层层打

击投机倒把的运动，各地出黑板报十八块，宣传画和墙壁画一百六十二幅。从一九六四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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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九六五年十；月，．。共处理撵机倒把案件三百九十四起，其中主要有；布票六万九千八

百五十六尺，棉花和棉花票三千八百多斤，芝麻一万九千八百多斤，香油八千多斤，松杆九

百九十七根，共收罚没款一百三十万零四千五百四十元。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

阶级”，两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以林!彪

“四人帮”为首两个反革命集团，为篡夺党Tnl重I家的领导权，踢开各级党委，依靠牛鬼蛇

神，打砸抢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砸烂公检法，私设公堂，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及市场管理

干部，实行勒令、收查，抄家，架飞机、停发工资、扣粮、打花脸、戴高帽、游街亮像一

假枪毙等数十种刑罚。搞武斗搞得人心惶惶，停工停产无法无天，工商干部不敢工作．这样

就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国民经济频于崩溃的边缘，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名存实无。一

一九七五年五月改科为局，建立中共枣阳县工商行政管理支部委员会，枣组字(7 5)

3 8号文件通知，张光才任党支部付书记、工商局付局长。县局八人编射。全县共有工商干
部四十二人，局设办公室和业务股。

一九七六年五月枣阳县工商局局址由县供销社院内迁至南关原环城食品所的旧址，甩环

城食品所的房产(属财政管)j局下设办公室改称人秘股，领导全县十四个工商所开展全县

工商管理工作。。 。 。．

‘

一 ．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五日起至一九八三年此并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县退还错定为投

机倒把案子=十六起，退还资金(包括物资折款)二万四千八百=十竞，退还三大件(收音
机、手表、自行车。‘)二十七件。

一九七九年元月；=十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乎加快农业发展若千问题的决议》，提高

全县工商干部觉悟，清除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恢复各种规章制度。

五月十六日至羔十二日，贯彻国发(1 9 7 9)102号文件和104号文件，全县工商千部

集中学习，会后清理了全县各工矿企业使用的商标，检查了各工商企业经济合同执行情况。

七至八月经枣阳县委批准对全县工商企业进行了检查、清理、登记，’按照中央制定的

“关、停、并、转”的精神j。。给全县二千一百二十六户工商企业发放和换发了营业执照，并
给每个工业户，建立经济户口，制定卡片。

一九八'o年六月，{枣阳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经委，国家农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

下达的《工业企业普查登记的通知》，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主，组织了有商业、工业、、交

通、工商、供销等八个单位参加的十四个人的班子，对全县工业企业按照国家要求进行了普

查登记工作。硷县共有工业-百九十六家，职工一万=千二百八十四人，资金总额五千五百

七十三万元，其中固完资产净值四千五百零一万先，盈利企业一百六十七家，利润四百五十
万元，亏损单位五十一户，·亏损金额二十六万元。

一九八。年=月四日，省、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拨款及自筹资金十四万多元，开始动工建

设枣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1予-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落成三层按房一栋、每层十-舸，平

房二栋十九间，共计五十二间囊一千五百二十四个平方面，改善了职工住宿和办公环境。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FI对县纺织品公司和县棉织厂签订的全年八十三万米

棉布合同纠纷案件进行了调解和仲裁，二十七日正式下达了仲裁决定书，县棉织厂违犯合同

法赔偿县纺织品公司三千七胃四十元一角从分的赔偿盆，并规定在接到通知之日起，．十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逾期不提出诉讼，又不执行裁决，开户锻行根据仲裁决定书强行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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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支付的违约赔偿金。至此该案纠纷得以终结，地区工商局给予通报表扬。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日，枣阳县工商局报请审批，枣阳县姚岗果酒厂的“园林牌”葡萄

酒商标的注册。经审注册后，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园林臆’商标的注册证书”。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二日和二十四f：t枣阳县工商局报国家商标局。县引唐灌溉处“引唐牌”

门销的商标和枣阳新市酒厂“赤眉山牌”葡萄酒分别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注册证书。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枣阳县工商局报请国家商标局的枣阳县汽车配件厂“棘IjH Ji-"$”

机油盘总成于一九A．---年六月三十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注舰征书。

一九7＼---年五月三十日至八月二十七日枣阳县工商厨报国家商标局，枣阳县卷烟广出品

的“元宝牌”、rr通宝牌”、 “宝花牌”、“枣阳脾”、“华荣牌力五种卷烟商标分别获得

国家商标局灼审批权，开始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二九八三年七月四F-t枣F融县工商局上报国家商标局，国营枣阳县随阳农场“华瞪牌”酒

附商标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注册证书。
’

八月二十五日枣阳县工商局上报国家商标局，枣阻县自行车厂“野马牌”自行车获得中

华人民共和匿商标注册证书。

八月三十一日枣阳县工商局上报国家商标局，县棉织厂生产的“古香牌”棉织品获得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注册证书。

八月二十四日枣：；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报国家商标局，国营车河农场生产的“柳阳牌”

羊毛衫商标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注册证书。 ．。

十月八日枣阳县工商局上报国家商标局，枣阳县酒厂生产的“玉贵牌”果酒、“圣农山

牌，，白酒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注册证书。 ，，j ，．．⋯ 。

十。月二十八日枣阳县工商局上报国家商标局，枣阳县内衣厂生产的“波音牌”内衣，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注册证书。 ■!

十一月二十五日枣阳县工商局召开了全县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共有代表二百五十人参

加。付县长陈清柱致开幕词，襄樊市工商局付局长胡元进、陆琦到会祝贺并讲了话。襄阳、

河KI，谷城，南漳、保康、随州、宜城县市付局长出席了大会。枣船县工商局局长贾正荣作

TT-作报告，并制定了《协会章程》，《会员守则》·i《服务公约》。通过倡仪书，选举产

生了枣阳县个体劳动者协会丰任、副主任、委员九人组成，．领导全县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工作。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r二十八日落成了全县第一座顶棚式的农贸市场。这座市场的总面积为

五千七百平方米，有晴雨棚四排、室内八百八十四平方米，可容纳顾客五千多人。这座农贸市场

是在县人民政府直接指挥下建设的，工程期间成立了第一农贸市场指挥部，常务副县长曾顺祥

同志任指挥长，交通、城建等部门都给予了大力协助。，只用了弭十六天的时间就胜利完成。
市场建成后平均每天上市一万八千多人，上市品种达二百三十多种，成交额达二万一千多

元。有来自河南、安徽、陕西、四川，山东等省贩运者，也有本县各地农尉产品出售者、贩

运者和购者和城镇购买者。，每天均有一万一千多名农民进城参加市场交易。 ．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底，全县共建专业性农贸市场四座，有晴雨棚设备的=个，建有一定服

务设施的农贸市场二十～座，总面积达二万五千多平方米，共用建设资金三十三万元，打破

了传统的以行为市、以路为市的老局面。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达=千七百三十八万元，比一

九四九年集市成交额八牛五万元，增长了三十二点二倍，．活跃了枣阳县的城乡经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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