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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存史资治，惠及子孙，服务四化，为后人借鉴成败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央‘‘不要让

将来的历史学家⋯⋯说我们把中国历学这样一个好的传统割断了”的精神，按照上级有关编

写地方志和专志的指示，经局总支研究决定，子1983年3月22日，从所属公司抽调人员、组

成武陟县商业志编纂室。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县志编委的指导，及诸同志的热心帮助，经

过一年多的艰辛努力，使商业志的编修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脱稿。

本志记载了八十一年的史科。上限1902年，下限1983年。共十九章六十节，照片二十九

张，约十一万字。

本着略古详今的原则，对建国前47年的商业兴衰和广大商贾艰辛挣扎，作了简要的记

述，而对建国后34年作了较详实的记录，展现了社会主义商业繁荣景象。对左倾思想指导下

的错误也作了如实的反映。

在编志过程中，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对资料的收集，整

理、剪辑以及商志的结构，力求从实际出发反映时代精神，尽力将科学性、思想性、资料

性溶为一体。

资料来源主要是县档案局和商业局档案室，所属公司的总结、会统报表，以及口碑资料

和文献资料，采用记事本末体和编年体相结合的方法，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纵不断线，横

不缺项，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力求言简意赅。

脱稿后，虽几经修改，但我们学识浅薄，难免有不周之处，务望读者赐教，不胜感谢。

武陟县商业志编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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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T对省武陟县商业志，前后纵贯八十一年，主要记述了武陟县商业的发展历程I同时汇

编了有关商业lj0机构沿革，购销活动，经营管理，支工支农，物价管理，凭票供应，对私改

造，以及名特产晶；油茶、沁河液、风味小吃的史科及杂记。

武陟县南临黄河，北望太行，西邻沁水，东指原获，铁路横卧，大桥飞架，北属武地。

是怀属各县南下郑州必经之地；盛产小麦，水稻，杂粮，棉花。自古以来商业发达，素有予

北“商都”之美私：。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以后的

三十八年，广大群众又陷于新老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入侵和经济渗透之中。加之兵匪危害，

物价暴涨，灾害频仍，商会组织又多操纵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商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

商者惶惶终日，朝不虑夕，武陟商业日趋凋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陟县人民经过长

期斗争，艰苦努力，迎来了解放，从此，武陟县商业也跨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949年起，相继建立了百货、专卖、煤建小组和公司，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兴起。经

过打击投机倒把，“三反"、“五反’’、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巩固了社会主义商业的领

导地位，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财经情况根本好转后，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完成

了“一化三改造”，当时的商业主要任务是：大力开展物资交流，稳定市场物价，巩固和发

展国营和合作商业，搞活经济流通，开展增产节约，加强经济核算，保证城乡供应。使武陟

商业日渐繁荣，为发展武陟的大好形势作出了贡献。

1958年至1978年，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

乱，使武陟商业遭到很大危害，但由于广大商业工作者的积极努力，国营商业仍有所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广大商业工作者，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的方针，清理极左思想，改革管理体制，落实各项政策，减少流通环节，沟通流通渠

道，增加商业网点，加强经营管理，改善服务态度，提高经济效益，为繁荣活跃市场，促进

工农业生产，作出了新的贡献。

建国三十四年来，国营商业不断发展壮大，商业企业从五O年三个，发展到八三年的十

一个。商业职工由五O年的四十六人发展到八三年的九百零四人。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商业

系统的职工结构和素质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职工的工资、福利、劳保、住房都有不同程

度的增加、提高和改善。随着商业体制的改革和管理制度的完善，商业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更

加欣欣向荣的局面。

武陟商业三十四年来，虽历经坎坷，但在党的领导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较好的完

成了党分配的各项任务，取得了一定成绩。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商业工作者面临着群众“住的要宽敞，吃的讲营养，穿的要

漂亮，用的要高档秒的新情况，我们要更积极的发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作用，真正作到货畅

其流，物尽其用，使商业工作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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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商业大事记

～九四七年四月成立武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王玉贵任局长。

一九四八年九月，武陟县城相继有“新华"，“容真”、“光华’’照像馆开业。

一九四九年六月成立华北．L党贸易公司詹店分销处。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成立武陟县专卖小组。

～九五一年春，中国百货公司熊作分公司在武成立百货小组，共有三人组成。

一九五一年秋，百货、五交，医药、土产四个小组合并成立‘综合”商店，人员二十名。

一九五二年木城联合社在县城设怀货栈。

一九五四年秋，县百货公司成立，同时建立了公司党支部，王怀田任支书、经理。

一九五五年八月成立武陟县农产品采购局。

一九五六年：

元月十五El，武陟县公私合营“益民酱菜园’’成立。

同日，成立“红星"合作照像馆。

二月，武陟县“裕民百货合作商店黟成立。

七月，县医药公司成立。

十一月，成立武陟县商业局。 ‘撒消武陟县工商科)

一九五七年t

六月，医药公司建立党支部，王兰秀任书记。

八月，武陟县商业局建立党总支，王忠群任总支书记，祁令江任副书记。

八月，县中药材公司建立。

十一月，反右斗争开始，商业系统划右派十六人。

一九五八年；

四月，商业局、供销合作社、服务局合并先一武陟县商业局。
六月，煤建公司建立党支部，关丙章同志任支书。，

八月，商业系统成立团总支，王佩信任总支书记，下设五个分支。

秋，二位越南人来武学习种植怀药技术。 (在西陶乡)

冬，商业局购进一部“解放牌"消防车。

一九五九年四月，王忠群局长代表新乡地区商业系统参加中商部在京召开的有关县、市

商业局长工作汇报会议。

一九六。年。

三月，武陟县服务公司成立。

春、秋季，河南省农业厅畜牧医师林金一(原籍日本)两次来我县为繁殖厂种畜

诊治。

一九六一年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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