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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太和县人民政府县长 马明业

《太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一部比较完善的部门志，记述了

建国以后太和县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状况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

大成就，并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商行

政管理方面的失误，从正反两方面为全县经济工作者提供了有益

的借鉴。

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工商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全县人民的生

活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中共太和县委、太和县人民政府领导

下，太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认真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

政策，运用行政手段，在商品经济领域中，保护合法权益，实行经济

监督，维护经济秩序，协调经济关系，优化经济环境，强化优质服

务，使全县经济得到快速有序的发展，为太和工商业的发展壮大，

为太和经济的空前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部门志是志书的一种，其特点是小而全，与县志相比，可以详

县志之所不能详，它可以全面深刻地记载一个部门各项工作的历

史和现状。一部好的部门志同样可以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同样可

以收到存史、资治、教化、交流的功效。

太和县自1983年开展编志以来，县直各部门先后都编写了自

已的部门志，质量较好的不是少数。继县志出版之后，部门志单独

出书的只有《太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和《太和水利志》。希望有条

件的单位?仿效工商行政管理和水利部门的做法?把自己部门志修

补提高，公开出版?扩大这次修志的成果，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

历史资料和精神财富。
。 ‘

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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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太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张。超

工商行政管理是与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兴衰密切相关

的。从历史上看；太和地处皖西北边陲．经济落后-．二商业极不发

达。民国三十四年(1 945·年)编绘的《太和分乡图志’》称，当时太和

县城“无工商业可言"。作为一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尚且如此，

境内农村集镇的工商业情况也就可想而知。建国40多年来，太和

现代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商业从城镇到农村，从凋蔽到繁荣，

都获得长足的发展。太和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改变了过去若有

若无、时断时续的现象，职能不断增强?机构不断完善，成为政府监

督管理市场的行政执法机关。 。
．

．．

《太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忠实地记述了建国以来太和县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和现状，重点反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成就。全书共20余万字．以志为主体，概

述置前，附录殿后，浑然一体，是一部小而全的部门志，也是太和县

有史以来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工商行政管理志j ，、

本书编写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

间的失误，本着宜粗则粗、宜细则细的原则．作了如实的记述。尤其

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度取消正常的工商行政管理，取缔个体经

济，禁锢市场贸易，混淆投机倒把界限?限制农民的副业生产，把正

当的贩运活动作为资本主义而加以打击等等．这些极“．左"的做法

给太和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本志给予了公正的记述。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全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干部职工．都应从这一历史教训中

提高认识水平，更好地执行中国共产党设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

策?自觉地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强卫士．为太和的经济腾飞作

出更大的贡献。

志书的基础是资料．没有大量、全面、准确、典型的资料．就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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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编写出一部高水平的志书。这次修志虽然在征集资料上花了很

大力量，但仍感资料不足，致使某些章节不能悉如人意。这也是前

人没有修志所留下的遗憾，希望后人给予补遗。
、

此次修志，是在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统一部署下；在阜阳

行署工商局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省工商局工商志办公室及阜阳

行署工商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都对本志成书作了精心的指

导和认真的审查，对提高志一书的质量给予很大帮助，在此深表感

谢。‘
J’

’

由于我们编写人员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志书的缺点和错误在

所难免，敬请领导、专家及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

1|

．一

1994年10月
J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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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 九、本志有关建国以来的金额数据，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新

人民币为单位。志中注明的除外。

十、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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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太和县位于安徽省西北边缘。与阜阳、界首、毫州、涡阳、利辛

等县(市)为邻．西北与河南省郸城县接壤，地属淮北平原，总面积

1826平方公里。耕地210万亩，人口1 30余万，辖31个乡镇，872

个行政村。．

太和县自元朝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置县城以来，城内商家

密集，交通有颍河之便，上通豫鄂，下达苏扬，便成为当地政治、经

济、商业的中心。历代官府对工商业发展比较重视，除设有专门管

理机构外(如盐务、官硝等)，’还直接通过商会对工商业进行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全县计有农村集市82个，古庙会82处，统

由地方官绅或商会进行管理。

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致使一些必要的物资调剂都

是在附近市场上进行交易。广大农民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水平

较低?兼之受官僚富豪的剥削掠夺，生活极为贫困．歉年艰辛度日，

丰年略得温饱。因此，商业贸易随着年景的好坏．而有所兴衰。历

来的集市贸易，则以农副特产、土纺土织为大宗，从事专业的贸易

者为数不多：

清末民初以后，工业品始进入市场，但真正购买者是地主官绅

富豪之家，大多数农民是不敢问津的。本地生产的棉花、花生、芝

麻、黄豆、小麦、‘蚕茧、生丝、土布等，则经商贩压价收购，大量运销

外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太和县不是沦陷区(日本侵略军仅于1941

年过境骚扰一次)。由于陇海、津浦两铁路干线被敌占领，已沦陷的

江苏、山东等省军政机关迁驻太和，苏沪商贾亦徒居内地谋生，太

和商业一度兴旺，市场骤然繁荣。特别是沿颍河的集镇如界首、税

镇、旧县及沿茨河的原墙，尤为兴盛。农村土特产大量外销，市场上

供应数量较前陡增，城中工业如烟厂、布厂、油厂等，则开

官方通过商会对市场贸易加强控制管理，收税要捐，人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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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路线．社会主义法制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遭到严重削弱。无证

商贩大量出现?集市贸易秩序混乱，市场商品奇缺，打击投机倒把

活动代替了正常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1976年10月，粉碎“四人

帮’：后i一直到1978年，太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处于徘徊阶段j

：1 1975年7月，县革命委员会行文成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此

后，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不断扩大，担负着全县的市场管理、工商企

业登记管理，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商标广告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及

经济检查工作。1978年1 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

簟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政策?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入，流通领域逐步扩大。1984年后，为适应工作需要．县工商

局内设机构逐步完善，至1 993年底．已有人秘，法制、企业登记管

理、个体私营经济管理、财务、经济合同管理六个股；另设有经济合

同仲裁委员会，经济检查分局，市场管理稽查大队，34个上商所，

一个工商分所；挂牌单位有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县消费者协会。

太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自1 984年以来，通过体制改革，进

一步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坚持“两公开一监督"的办事制度，

完善了岗位目标责任制。特别是自1 992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局内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工作人员聘任制?一级聘任·级，一级对

一级负责i提高了工作人员的责任心，经过教育培训．提高了整体

素质．健全充实了管理机构和内部监督机制．依法管理．廉洁奉公。

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正确执行

了工商行政管理法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提高企业效益为目

的，以管理为手段．以服务为宗旨，解放思想．进一步加强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积极培育和促进各类市场的发展．大力支持企业转换经

营机制．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全县个体、私营经济的稳定发展；积极

开展打假保优活动．为净化市场秩序．促进市场大流通．做d；了积

极的努力。经过四十余年的风雨．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也遇到

一些挫折．并得到一定启迪。

至1 993年底．全县共有各类市场86个．其中综合市场72个．
7



业市场14个；1 993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达2．59亿元，是

65年的25倍。市场建设根据本县实际，坚持“全面规划、因地制

、合理布局、注重实效"的原则，积极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多方筹

进行建设，基本形成了县城以天蓬街日用工业品市场、北城服装

场为骨干，农村以皮条孙尼龙绳专业市场为龙头，以各乡镇所在

集市为中心，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多形式、多层次的市场网络，

全县城乡市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同时，市场管理进一步规

化，加强了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市场的管理，在公安、交通、物

、城建等部门的配合下，参与了对运输、建筑、房地产、汽车交易，

炭市场的管理，取得初步成效，受到上级肯定。

对工商企业、个体私营经济的管理，实行转变职能，找准位置，

化外部环境的原则，从搞好服务入手，制定了“放宽、支持、服务、

活"的措施，简化办照程序，缩短办照时间，促进了全县各类企

、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至93年底，全县共有各类企业2380

，从业人员33119人，注册资金26558万元}个体工商户已发展

11596户，从业人员23253人，注册资金2869万元；私营企业发

到40户．从业人员374人，注册资金766万元。

同时，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大力开展经济合同管

，商标广告管理和打假保优工作，促进全县经济的发展。全县共

29家企业分别被授予省、地、县“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有18家

业被阜阳行署工商局授予“无假冒商品商店"，有6个集贸市场

别被授予省、地、县级“文明集贸市场"。1993年，太和县工商行

管理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了中共阜阳地委、阜阳行署的表彰。

8



大 事 记
． 1947年

5月 鹿毫太县撤销，太和县民主政府成立。

9月 豫、皖、苏边区太和县民主政府工商管理局成立，甘建

中任局长。

1948年
‘

：3月5日 太和县全境解放。

1949年

2月 太和县人民政府工商管理局改为工商税务局，童继昌

任局长； ·

8月26日 皖北阜阳专员公署发文对酒实行专卖。

1 950年

9月 太和县人民政府设立工商科，王世昌任副科长。

1951年

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对60多家工商业兼地主?只没收其

土地，保护其工商资本．使其照常经营。

1952年

在城市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偷税漏税、行贿、偷工减料、盗窃

国家情报、盗窃国家资财等“五反"运动，至8月底结束。

1953年

国家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决定"?统购统销

在全国施行。12月太和县取缔私人粮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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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4年

在县、区所在地设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取缔投机私商。

：． ：

1 955年

．；春季 由于发生春荒，市场粮食黑市价格猛增，县、区设立副

食品交易所，规定价恪?以图稳定。‘但荒年民需，黑市难抑’，收效甚

微；秋后市场价格才得以稳定，。
。

12月9日 县人民政府设立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办公

室，开展对私改造，至1956年6月，基本完成，组织个体商贩成立

合作商店、小组。
●

一 ．． 1 956年 。奠

太和县工商科改名商业科，王自品任科长。 ．．

j 1，，
．．．

i

。．：．： ．。’：≯。·

1 957年

1 2月 太和县市场管理委员会成立，由副县长郭兆荣任主

任，王自品任副主任，全县开放鸡、鸭、蛋品、水产品、副食品自由

市场．允许农民自产自销。

。，2， ·．．

1958年 ⋯-。． ．，．j‘

5月 县供销合作社、百货公司、纺织品公司合并归商业局。

内设商政股，负责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太和县全面开始“大跃进：’：，个体商贩全部被取缔．市场关闭，

市场管理随之被取消。：，。．j：! ，L j一一：．．一．、；_；．

1 2月下旬：太和县与界首县合为首太县，县洽设界首镇．，原

两县商业局合并，成立首太县商业局．在太和设商业分局．内设商

政股．负责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1959年 ：．， ． √，’；：：

4月 酋太县撤销．太和县商业局也同时恢复．内设商政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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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

：一： ，：．

1961年 ：。

9月27日 太和县人民委员会就集市贸易问题布告全县：三

类物资中农副产品一律准许进入集市，自由出售，不得限制阻拦。

个体商贩有一定发展。· ．， ，
～．

，．12月 县人民委员会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 ，L

：』 ’，，
“

，．
．

‘’

、c

1962年

12月21日 太和县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集市贸易管理暂

行办法"．。。 ．，，j： √ ．’。：： 二～≮。

·

。

．，
‘． ，j

．
．

’
。

1 963年 ．，．’√．，。，。一

2月 太和县人民委员会下发“关于开展工商企业全面登记

的通知”； ，： 一一． ，。， 一
?

7月 县成立工商行政管理局，苏会堂任剐局长；’．√-‘：，

．11月 工商局更名为工商科。 ， j。：
i。 ，．’。

：．‘、

．_

t，‘| 1964年一． ’： ◆_
， 6月 太和县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的布

告"；
．

_’
‘

’7月一县人民委员会颁发。个体商贩管理暂行规定"。j各区成

立工商行政管理所。 、；
，

- 一．?，- ?：

1 966年 I一：{：二．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瘫痪÷由“革命造

反派"取而代之。 二j --I
，

”’‘ 。”1

1 967年

． 太和县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与工商科一起办公。 一

’ ’ ‘
．

．。
．． ·

，．
：1 968年 ：，

一，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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