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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商．业 志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贵州久仄乒‘崩彬



‘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一届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4．1．24——1986．9．4)

主任委员 张生典

副主任委员 王巩汉 王由植(布依族)

。

‘杨昌雄(苗族) 刘廷福(回族)

委 员．方永家 白俊德(回族) 刘 昕

杨国斌(布依族) 罗来隆(布依族)
●

罗富敏(布依族) 姚荣居(布依族)

黄汉林 黄义仁(布依族) 高智广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二届史志编纂’委员会
●

一(1986．9．5——1988．6．14)

主任委员 张生典

副主任委员 王巩汉．王由植(布依族)
●

刘廷福(回族) 陈吉顺
’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白俊德(回族)

石道本 刘宝福 汪克强

李 华(布依族) 罗来隆(布依族)

罗德仁(布依族) 罗富敏(布依族)．
：

杨贯恩 杨国斌(布依族) 金福华
‘

r

侯正中(苗族)：欧正清(苗族)．唐保琦．
●

顾永芳(苗族 女) 黎光武(布依族)，

总一 纂 王巩汉 白俊德 李 华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三届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8．6．15——1 9193．3．8)

名誉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张生典

莫时仁(布依族)

王巩汉 黄天印(布依族)

吴嘉甫(布依族) “王由植(布依族)
。

黄义仁(布依族)。 ．

张传瑞黎光武(布依族)

李 怡陆道邦(水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

l白俊德l(回族) 罗富敏(布依族)

杨贯恩 杨国斌唐保琦
’

顾永芳(女，苗族) 李 华(布依族)

总 ．纂 王巩汉 吴嘉甫 I白俊德I李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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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四届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3．3．9—— )

名誉主任委员张生典

主任委员 莫时仁(布依族)

副主任委员 吴嘉甫(布依族) 兰天权(苗族)

胡显仁 蒙启良(苗族) 王巩汉

陆道邦(水族)

委 员 罗富敏(布依族) 陆宝新(布依族)

李汉堂 宋恩鹏(布依族)

葛寿来 郭俊明(布依族)

孔凡英(女) 刘泽渊(布依族)

唐保琦 李 华(布依族)

史志办公室主任李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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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志·商业志))编撰人员

主编：

编辑：

∥

●

韩天枢

王文经 程新华(特约) 秦国贤

撰稿人： ’．

概述、大事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j第八章，第十二章、
第十四章及生意经 韩天枢

。 第四章j第六章 秦国贤

第五章 王恩普 程新华 韩天枢，

第七章 夏云颖 韩天枢
。

第九章 崔振华 韩天枢

第十章 张应中 韩天抠

第十一章 邹昭鲁 韩天枢

第十三章 吴晓源 韩天枢 ．

第十五章及领导名录 易润莲

附录‘易润莲·王文经

韩天枢王景春

本志分纂 程新华

编． 审 王巩．汉 李．华．

省志办验收 罗兴、武 张桂江 伍启林

校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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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余新明

务 周昭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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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九十年代初期，当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历经．!o个春秋，取得了

一定成绩的时候，我奉调到黔南州委工作。到职后得知，全州八十年

代初期起步的编史修志工作，尚在紧张进行。这是一次州情的全面调

查和综合整理，是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社会的需要，责

任感的驱使，使我对这项古老的新事业逐渐加深了认识。决心在抓紧

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继续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依靠各方面的力量，

把此项工作推向纵深，尽早把全州的自然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历史和

现状及其兴衰起伏、曲折前进的过程如实记述下来，为黔南州“资治、

存史、教化”作出贡献。

黔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资

源丰富。在这2．6万多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中，聚居着330多万布依、

苗、水、毛南、瑶、汉等3D多个民族。多少世代以来，各族人民在反

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斗争中，坚强勇敢，不屈不挠；在垦拓山区、改

造环境、美化家园的社会实践中，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在日常生活

交往中，诚恳相待，情真意挚；在文化艺术事业中，彼此尊重，互相

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各族儿女用苦干实干加巧干的拼搏精神，

谱写出了一曲曲推动历史前进的凯歌，使这片资源富庶而又贫穷的山

川越变越美。

遗憾的是，古往今来，黔南州没有一部完整的志书。历史前进的

轨迹，人民改造山区面貌的，艮辛，都没有得到如实的记载，后人无法

继传。很需要一部较完整的志书。

j 949年至．I 951年初，黔南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各族人民获得

了解放。党的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民族政策，逐步等到贯彻落

实。1956年‘8月8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立后，在州内各级党组

织和人民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下，全州的各项事业

有了巨大发展，贫穷面貌有了很大改观。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在党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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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兴旺、文

化繁荣的景象已展显出来。 ·。，

．I 983年，州委、州政府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

有关指示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盛世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成立

了党史和地方志合一的编史修志机构——州史志征集编纂委员会，并

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史志办公室，上2个县(市)亦成立了相应机

构。全州的史志工作自此启步。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是很努力的，在

州委、州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在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很

顺利地进行着这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黔南州州县(市)两

级史志丛书的完成，将更加丰富祖国灿烂文化的宝库。对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促进我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共黔南州委书记 李培书

一九九三年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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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志书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是

有史以来首次全面地系统地记述黔南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重要的科学

性资料著述，也是各界人士充分了解、认识、研究黔南的自然和社会

的重要历史文献。 一，

黔南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山川秀丽，人杰地灵。这里，是布依、

苗、水、毛南、侗、瑶、汉等3D多个民族共同开发的山区；这里，是

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这里’’是成同年问农民起义的烽火’

燃烧得最旺的地区之一；这里也是日本侵略军践踏中华大地的一个终

点。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能耕善织，喜歌好舞。他(她)们在建设

贫困山区的同时，也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但在解放前，由于

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原因，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很贫乏，记

载各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艰苦奋斗精神的历史资

料，更是寥寥无几。

j 949年底至-I 951年3月，黔南各地先后获得解放。从此，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民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下，全州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

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山区面貌日新月异。用志书向各族各

界人民介绍自然和社会的变化状况，汇报工作成就与不足，记述历史

进程中的兴衰利弊，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也是我们政府工作

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八十年代“盛世修志"的条件具备后，我

们就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与统一部署，在州委的领导下，

从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的领导班子中，抽人组成了史志编

纂委员会，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人大监督，政协协助"的

编史修志领导格局，并从州、市、县机关动员组织了600余人的老、中、

青三结合的编史修志队伍，开展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各分

志及市、县志的编史修志工作。从1986年起，史志书籍陆续出版，初

步受到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和好评。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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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建设工程，时间跨度大，内容多。

作者能够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

耕耘。同时，得到上下左右有关单位及各

做到了通力合作，紧密配合，使编史修志

志。《黔南州志》各分志的陆续出版，将为

各界人士研究黔南、建设黔南，提供丰富

必将以它丰富的资料，在黔南州的历史进

现其“资治、存史、教化"的特有功能。

向纵深发展，史志书籍陆续成稿问世之际，

同志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黔南州州长莫时仁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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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黔南州志·商业志》，在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

过州商业局有：毛领导和全体编纂人员三年多的辛勤劳作，今天终于破

土而出，出版问世了。这是商业工作历程中的一件大亨。可喜可贺!

黔南州地处贵州省南部，解放前的商业极度原始，落后，人民处

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饱受官商，奸商的高利盘剥之苦。解放

后，商业流通工作得到党和政府重视，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之

一。解放后四十多年来，商．．qkAKt‘随军贸易"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商业，

经历了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的艰辛，起伏历程，其中不乏许多宝贵的

经验。也有一些违背事物发展规律而遭致挫折的教训o 50年代初

期，黔南州商业处于建立、发展和对私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

造”的时期，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份o 1956年对私

改造完成后接着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黔南商业工作

逐渐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商品流通渠道单一，市场供应紧

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营商业在计划体制、流通体制、价

格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全方位的改革，商业工作进入了一个新

的探索阶段，并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商业的雏型，

充满着生机、活力。解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间，全州广大商业工作者为

稳定，繁荣市场，巩固工农联盟，增强民族团结，为工农业生产和人

民生活服务，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作出了积极、宝贵的贡献。

这部专志遵照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的精神，本着实事

求是的原则，采用薄古厚今的方法，较系统、较科学、较全面地记载

了黔南州古代、近代、当代商业的起源、发展的曲折过程，为今后全

州商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并真实地记录了商业战线的全体

{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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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为黔南州商业的不断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由于历代文献对商业流通记载甚少，为使《商业志》起到保存史

料借鉴当今的作用，编纂工作人员以历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克服多

种困难，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中搜集资料进行整理、加工，在不算

长的时间内，使这部三十多万字的书稿得以出版，实属不易，‘同时，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有关单位领导、专家、学者、行家的指导、帮

助，借此。并表示谢意o +、

—《一

黔南州商业局局长一汪跃鱼

． 一九九一年八月

一1



《黔南州志》编写总说明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注意体现“三性"(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突出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努力使志书发挥“资治、

存史、、，教化’’的作用。‘ ，

。二、本志系多卷集成丛书，由大事记(包括总述)、地理、文物名

胜、民族、教育、党群、政权、军事、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

计划管理j农牧渔业、林业、水利、气象、乡镇企业、重工业、轻工

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邮电、商业、供销、财政、税务、工商行

政管理、金融、粮食、物资、外贸、烟草、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报

刊广播电视、卫生0‘体育、人物、杂志等4D个分志组成，以出版时间

先后为序编排卷列。 。，

三、本志为语文体、记述体、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各

种表述方法，力求图文并茂。

四、断限：上溯不限，尽量追溯；下限至1 994年底。各分志在总

志的下限时间内，根据完稿的实际情况决定下限时间。’

五、称谓：时间、地名除用历史称呼外，加括注明公元纪年和今

地名。

六、人物：统设《人物志》，各分志不再设人物章。入志人物坚持

“生不立传"的原则，有重要贡献的在世人物，采用“以事系人"办法

处理。

七、本志入志数据，解放前的来自档案文献；解放后的以州统计

局的数据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由业务部门提供。

八、各分志中所用“解放"一词，系指州内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人

民政府建立的时间。
一7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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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志·商业志》
编写说明。

一，《黔南州志·商业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黔南州商业的形成和发展，

反映商业工作为生产、为消费者服务的作用。

二，《黔南州志·商业志》以商品、市场、经营、体制为主线，

反映黔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特点和黔南商业工作的起伏、市场兴衰，

体制改革、效益得失，．揭示商业发展的特点及其规律，以期起到鉴往

知来的作用o

三，本志分J述、J记，，录、‘J5章。以概述统揽全局，概括全

貌，在各章中，为了避免交叉重复和千篇一律，将共性部分写成专

章。如s“商品流通"统一记述黔南州解放以来的商品流通情况：显示

商品流通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发展变化；“机构"、“商业管

理”，“职工教育”，“商办工业"和“基本建设"各专章，集中各行业章中

的机构、计划、财务，业务、物价、基建，教育等，在各专业章中从

略o

四、商业部门连结生产与消费，。行业门类较多，服务范围甚广，

历史的发展分工自成体系。本志按行业分类为：百货业、针纺织品

业，五交化行业、石油煤炭业、盐业、糖烟酒业、食品业、饮食服务

蔬菜水产业等，，分章记述各时期、各专业的经营状况。在记述上，以

国营商业为主，同时记入社会商业(包括国营、集体、个体商业)的

发展变化及社会商品零售额情况。

五、本志力求突出地方特色、行业特色和民族特色。如民族贸易

章，专门记述黔南地区对少数民族商品的经营情况，同时介绍少数民

族服饰，金银饰品，水族压伶，瑶族银鸟、祭典用品等；盐业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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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黔南地区如何解决千百年来“斗米斤盐"的历史状况，及开展加碘盐

供应治愈了长期以来的“地甲"病情况；饮食服务章，记述了黔南狗

肉．．盐酸泡皮扣肉，风猪等地方特色的品种。

六、黔南商业历史长远，秦、汉时已有商业活动，但资料缺乏，

按略古详今的原则简要概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商业工作进行

了比较全面的记述。下限迄1990年o

，七、本志纪年，民国以前一律以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商品

计量仍以当时常用计量为准。对商业俗语、专用名词均用括号加注。

八、商业经营方法、品德，管理等常用词语名句，本志收集整理

编为“生意经"，“领导名录"仅限州商业局及州级公司领导；“先进名单”

限于出席州政府以上的受奖名单。图片集中于志书正文之前，图表分

别插入各章，以便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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