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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石县工商局编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综合性的经济行政管理机关。它在繁荣社

会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在进一步

贯彻“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加速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将愈来愈显示出来。

建国以来，我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县委和政府的领导
。

下，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在经济管理

方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规，为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充分发

挥了职能作用，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三十七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工作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都有必要

+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整理。因此，编写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就

成了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也是多年的愿望。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 的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组织人员，搜集资料，调查研

究，，专人编写，通过一系列工作上的积极努力，《’灵石县工商行政

管理志》终于问世了。这是一件有益于促进现实，惠及未来的值得

祝贺的事情。
’

本志共分八章十九节，约5万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县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自一九四。年至一九八五年期间的基本情况，认真‘总结了

． ，建国三十七年来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成绩和历史经验。其中包括



县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和任务；市场管理；工商企业登记管理；
。

个体工商业登记管理经；济合同蟹理；商标与广告管理；物价管理等

‘内容。重点反映了党的十_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和工商企业、个体经济，集市贸易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新局面。同

1埘：还记．录了一些及映我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实况的图示和照片。

本志编写中：’认真坚持了严肃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尽量做到主题：明确，重点突出j内容翔实。为了解和7研究我县工商

行政管理工作的史实，．总结积累和提供了宝贵资料。供今人使用，

后人研究，具有一定的社会利用价值。我们深信，，《灵石县工商行

‘政管理志》恂拙版，·对促进我县经济体制改萆与经济振兴，进一步

开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韵新局面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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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灵石县工商志》所记述的是灵石县自一九四O年至一九

八五年间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基本情况。

二、解放前后灵石县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发展和工商行政管理

体制及各项具体管理工作。

三、志书的体裁为语体文、记述体。·

四、事以类从j按类分章、分节横剖、纵叙史实，以展现工商

业发展的兴衰起伏。 ·．

’五、“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为本志的编写原则，由于解放前

的几年中灵石县战事频繁，我们收集到的资料甚少。因此该阶段写

的较略。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写的较详，但是，

’基本原则是按资料多少决定详略。

六、志书中所用的金额数据及度量衡单位，解放前从当时的实

用单位。解放后则以现行人民币为单位及采用各个时期通用的计量

单位。

七、书中字体+，除史料中复制上书的部分外一律用一九五六年

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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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石县位于山西省中部、晋中地区的西南端，它东邻沁源县，

西依交口县，南与霍：县、汾西两县毗连，北与介休、孝义两县接

壤，．：总面积为一千二百零六平方公里。
‘

·

这个位于晋中平原上的古老县治，+距今已有近一千四百年均历

史。史料载：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惰文帝杨坚北巡于此，

挖河开道耐发现一巨形陨石，固之取名“灵石”一千多年来，尽管

归属屡经变迁，。但县名、始终未变。同蒲铁路和太运’(太’原到运

城)公路纵贯南北全境，故为山西省南北交通要塞。全县设有十个

乡，·八个建制镇，总入口：7--十万零三千六百四十九人。境内煤、铁

硫铁矿、石膏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

悠久的历史，秀丽的山川，勤劳的人民，富饶的资源，为灵石

县的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主客观条件。 。

明末清初，本县的工商业，特别是矿业开采就有了一定的萌

芽。据民国二十三年，‘(i 934年)《灵石县志》矿业部分记述，

本县的矿业开采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甚至更远。志书串称

玑回来峪煤铁二矿产于枣洼寺j明朝，该寺有僧人五百，均依开采

煤铁为生活，现在有煤窑=处，铁矿停止开采”但是，由于旧政府

丧权辱国，崇洋媚外的政簸，致使洋货大量倾销国内市场。国货滞

销j大批工商业者，被迫歇业，关闭工场，民族士商业者受到严重

的抑制和打击： ·

I 938年，农历正月二十。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下，侵占了灵石县城

●



知南同蒲铁路沿线，在．日军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

刚刚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再度陷入绝境，多数工商业者破产失业，少

数人’远走它乡，逃往北平、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经商谋

’生。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里，人民政府，在敌后抗日根据‘

地奉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号召广

大人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为保障人民生活和机关军队的需求。

这就使遭到摧残的民族工商业得以恢复和发展。1940年，灵石县政

府成立贸易局和产业部，领导和组织抗日根据地工商业的恢复和发

展工作。经过三年的时间，到1 944年，全县就有从事手工业，工

业、商业、服务业、加工业、修理业等六个行业的厂、坊、店、铺

计1 1 7#-。 ·

．

1 948年6月，灵石全境解放，县人民政府重视工商业发展，城

关地区就有工商企业二百多户。全县境内共有城关，仁义、静升、

两渡、南关、。双池(‘1 971年划归交口县)等六个较大的集贸市场。

目前灵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共有正式职工55人，担负着全县的

工商企业登记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市场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

理：个体经济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监督检查经济违法活动，

制止商品流通中的不正之风等八个方面的工作，1 983年底调整了县

局的领导班子，实现了新老结合。在“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

放”的方针指导下，大胆探索、锐意改业，经济监察工作从1 982年

连续四年获得山西省晋中地区行政公署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县人民政

府的表彰。企业登记市场管理和经济合同管理多次受到晋中工商局

的表彰，南关、城关工商行政管理所被地区工商局授于“文明集

市”荣誉称号。 一 。

． 2



1 983年中共晋中地委晋中行署授于南关工商所“支持个体经济

繁荣集镇贸易一．称号。 ：
‘。

1984年县局被山西省晋中地区工蔺局授于“先进集体”称号。





工商局领旱合影

工商岛鲁体f部合影



城关集贸市增

城关市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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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菠工商所

静升工商所



南关工商所

南关市码

蕊



夏门工商所



张牢庄工商所

富京潍工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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