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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吉

党的十一局三中全会以采以户营为主曲联产承包责任科的推行．

专韭户和各类经济联合的涌现．便整个农村经济蘧勃发昆为场镶‘

或称集镇)60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赛的物质基础。安县秀永，安营．

檬．塔永．河清建镇历史悠久．索有“五大镇”之称．近年惹桑
枣．黄土经济迅速崛起相继升为镇的建制．使我县场镇诗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场镇是一定领域政治，经溉文化的中心’也是信息活动的中心．

它不仅是沟通城乡商品经济的纽带．促进农村与城市联系的桥粱．而

且是城乡文化，科学、技术交流．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尊耍阵

地。几年蔫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深入贯瓴安县小集

咎建设．不仅人口规模，建筑面积．市政设施等方面取得了日新月异

的成就；而且在内涵上，正向多部门的产业结构和绿台功能转化．多

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竞相发展．地区封锁，城乡分列逐渐打破．

封闭型变成开放型．市场繁荣．物资丰富．横向经济联系甘渐扩大．

场镇市场已由过去的农蓦j产品的剩祭产品的集嵌地逐步褒成地域性鼓

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中心，突破了工业品下乡，农副产品辨城中转蛄的

传统格局，逐渐成为第一部类产品与第二部类产品交换的综合市玩

场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凳工晕口商品交换扩大的结

j毛安县场镇发展的高潮时期都是历史上商品经济活跃时期。从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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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兴匙，i‘l审0_j，。， 簟!．I了ii一规幸。解放后．特￡6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己Ii譬j!、长期日盎j、半自给自然经济向大规模的

商品经济转代．使±龋芦百二汪兴旺、x≯井蒙』&由此可见．场镇的繁荣

和袭落与当地农村商品经济昀发展状况密切相地当然，场镇的首要

功能是商业，它具备地域内两品交换中心的功能。此外，乡镇工业的

发展交通运输条件的若废．横向经济联系的扩大．以及政治的能动

作用．政篾的正确与否．无不对场镇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影响．

蟹说和研究场锯岣发展规话，搞好场镇建设．对加速农业社会化．

商品化与羽．代化的发展，对建设胄中国特色的让会主义具有雷尊曲意

义．场镶曲形成，和发展，兴薮曲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振镭历

史曲{a遘．可以从中借逝成功的经验和失败曲教训．为搞好今天的埽

镇建设骧务。

蕴辑这本《安县七镇经济筒志'．目的在于提供坜镇经济的历史

和理歌方面的资枣}．便于各级领导了解镇情．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央

最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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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昌镇

一、 概况

安昌镇以安昌河而得名，位于安县境内东北大安山麓．东径104

瓤§分，北纬5 o度3 8分。自北周置县至今，历来为县治所在地

霖临黄土镇，南接乐兴乡，西界桑枣镇，北连永安乡，东北一角同江

油县复兴乡接壤．锺绵旧4 3公里。成都1 5 o公里．是通往南坪县

著名风景旅游区——九寨沟的必经之地

安昌镇依山傍永：西北群海绵延，河流贯通；东南丘陵起伏，浸

j驽密布。海拔6 3 7米，年平均温度1 6．3．c’年平均降雨量

．1 2 6 1毫米．茶坪河敝山当其西，苏包河环城绕其北，汇流于城南

始称安晷河．向东流至绵阳归入涪江。有闻名迢迩的明代建筑两岩寺

正j受’明清佛教圣地圣灯山古刹和古翼泉亭遗地有横空飞架的铁

索桥．千姿百态的汶江石林，神秘深邃的“克泉砾官”等胜踌美景．

处于县内罗浮山、白永湖，七贤柏风景旅游区中瓿山青永秀，风光

灞}瓯

安昌镇汉为涪县地。北周武帝天和六年(公元5 71年)在镇内

置佥山县，即为县治．迄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唐代置龙毒县，

元朝归安丹i，明洪武七年(1 5 7 4年)降州为安县，迁城于今址建

坊设市，l口名城癌场。黼隆495,拭廓已修筑完整。民国初年称中
区，民国二十九年(1 9 4 0年)定名为安昌镇。1 9 4 9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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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日和乎}；放，人民政府于1 9 5 0年建政为安昌镇，辖城乡3 8

种扎1 9 5 2年将农村划出建置为开茂、高桥、自马三参．城区建

置为镇，沿用安昌镇名，次年更名为城关镇．1 9 5 8年先后将开茂，

高梳白马、桑枣、永安并入于治内建城关人民公社．1 9 6 2年城

乡分开恢复城关镇建置．1 9 8 1年地名普查复用安昌镇名。198辞

1 1月，经纬阳地区行署批准，将开茂，南丰(原高桥)两乡并入安

昌镇。

全镇总面积约1 0 0平方公里．城镇面积约1平方公里。镇区辑

六个居民委员会、2 o个梳l 1 0 5 6户、3 9 4 6 7人。其中城

镇非农业人口4 1 5 2户，1 5 1 5 0人，菜农4 0 1户，1 3 6 3

人，总耕地s 3 2 7 2亩。常年气候温和，雨最充沛。镇区内除县办

工业芥。还有镇办工业企业4 5个．9 7 0多种产品．

清末至民国时期．安昌镇就是木材斑竹、山货药材，棕藤手工艺

村品以及粮油等大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建国后随着国营商业、供犄

合作商业的兴起和发展．集体商业店铺和个体经营的商业雄点，遍布大

街小巷．生意兴隆，市场繁荣。

搋市建设发展较快。目前城区计有2 4条街(路)．5条大巷，

主干道东风路纵贯南北．长1 2 6 1米，宽2 o米．东南西北正街和

主干道五，六层高楼大厦栉比耸盈街道两旁绿树成魏东风路街心

花园四孥芬芳，大街小巷环卫设施齐各；市容整洁j优美。公路四通

八选，交通方便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代替了五十年代前的船筏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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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百力车辆，有省、县车队(站)4个，器货汽车2 2 8辆，其中客

车6 5辆。公路通往绵阳、鳎竹、德阳，成都I；‘及北川、茂汶等地．

每1 0多分钟即有一次班车。对于货运、旅游。物资集散和繁荣经济

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商业

H 清末．民国时期的商业状况

安昌镇自清朝时期商品输出就以粕油、木材及舂类山货药材为大

宗．箱之以猪曝和部分手工业产品．清末，镇内君民6 0 0余户，较

大的商店、货栈有竹木，藤器，盐巴、布匹、草硫粘油和药材铺店

1 o多个。民固三十四年(1 9 s 5年)．居民增至1 1 5 6户．茶

旅业、绸缎业．酿造业逐步发展起来。日用品店铺数十家．多为洗染、

百货、文具、香烛等店。随着商业的繁荣，来镇商客不断增毵小食

业、干鲜土杂业生意尤为兴隆。一些来自三台，射洪．中江和川西坝

子的客商在镇内定居，设店开铺．从事商业购销活玩民国二十六年

‘1 9鼍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采镇经商者嫌：毪大南街、十字口

一带摊点密布，商号店铺纷纷开业。商业活动煎强也逐步由附近孝场

和目螂县扩大到成都，熏庚以及外省。据锝辨记戴，到民国三十七年

‘1 9 4 8筚)，镇内已有7 5个行业，铺店商号11 9家，经商者

6 7 1九粮油业、木材业、山货药材业、匹头百货业芬藏业、饮

食服务韭在当时最为兴隆繁盛。

～3’



垦垦墅塑熟必墼_精

行韭名称户礞数

【194啤一一1948年)

行业名称。户数 行业名称 户教

希医百货f 80．菜 油； 5 盐 巴j 8 i

i一丽一r i。鞋⋯万一r了一丁i～夏一i{二～j⋯⋯‘
夺五硷{ 3 米 靛：,13 i淘 金1 8；

千 杂：4 0：家 具：J 4}饲 炭；17}

铜瓴渤器； ’：碾 磨i 21 1锅 铧j 2{q

球 材j 4 0 草 蘑{17 j运 输；12 j

藩 果；8 水 果{4 1酒 店：10：

中 药}2 3 洗 染1 4 ；机 面1 4 j

酱 酷i 7 ；制 枪；r 2 i茶 燕：48 }

书 店； 7 l苏 禳j 2 i草 药 1 2

4发 电： 2 ；茶 叶；1’ }西 药 { ， i

竹 器j 2 1 ：屠 宰；1薯 i印 捌 4 ：

草 碱：l 3 l食 店i 2- i照 像1 3 ；
石 器{ 4 ：理 发} ， !香啦纸帛{ 6 i
皎 稃l 2}蔬 菜{12{饼 子}4；

典 当{ 2 ；铁 器}18 {藤 器 }1’ }
纸 烟}2 1 {丝，十姻 {11 i土 陶 ；4 {

纺 线{ 3 {文具纸张{ 4 }禾 器 i,14 i

服 装l 4 i镶 牙： 3；酿 酒 ： 8 5

陈 衣。4| ，t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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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民国时期成交量是：连大场t农历逢二)大米7 o—÷o西

石【每石合3 0 0市斤)．杂粮1 5 o一2 0 o{L油菜籽1 o一1‘

石．菜油1 0—1 5担．小场喀有减少．镇内有粮商3 o一4 o‰

民蕾三十一年(1 9 4 2年)后，法币贬自‘物价飞j|c．豪绅市霸争

相圈积靛油从中牟利。镇长罗会昌，杨羡之警2 0余家从事粮油生意．

匿粮万石．贮油常达一、二千缶l，垄断了粮油市场l大批装船运往绵

阳，三台、射洪、蓬溪等地．由于粮油债格飞涨，给群众生活造成了

极大的痛苦。下面是民N-十年(1 9 4 1年)和民国三十八年

{王9 4 9年)六，七月市场粮油价格t

黄豆剜5 6；4 0 8 0 0}4 7
9 4 0

油菜瘸市州5 6 {t 0 i1 2 0 0}1 0 0 i 2 o o o

菜油嘶1 2 0 0 T4 5 0 9 0 0 0 5 5 0 1i1 1 000

术材：民国时期．安昌镇境内山林茂瓯术材、斑竹市场甚大．

留有三台、射洪，盐哦绵阳一带的木材商六。七十人云集镇内贩运

运有本地的“权权客”和。朝峰”者教百人从事青山生意．其中寄本

最大的木材邦伙有杨茂轩’张意山、刘自兴等人为首划分各自势力范

围，分别控瑚了镇北大安山、蔡家山，北朋平鸡沟。苏包沟、镇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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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山子、紫柏二山，镇南宝林庵．千字沟、高桥沟、石梯子等地的木

材砍伐和运销。春天进山迫买大片青山．雇工砍伐。夏天逢山洪漂运

至甫河巩再扎成木竹筏流运往涪江沿岸各县销售．年运销量达

1 3 0 0 0立方米以上．这批术材商财势兼有，自民国三十年兴邦结

伙．经营到解放。

山赞药材：民园时期，安昌镇附近多场和北川、茂玟．松潘所产

的山货药枕均运往镇内集散。年成交量为：芋片1 o万斤．角倍8

万斤．杠炭2 0万斤．草碱1 0 0 0担，棕片3 0 0 o担。草纸

1 0 o寸0扭蚕茧4 0 0 0担．茶叶s 0 0 o担，行麻7 o 0 0

后．圭螓5 o o桶．术耳5 0 0 o斤．花椒6 0 0 0斤，乌药3 0 0

万4"o鞋仲2 0 0 0斤．枣皮l 0 0 0斤．蝉花1 0 0 0斤．麝香

209 o丙鹿茸5 0 o对．天僳1 5 0 0斤．虫草1 0 0 0厅，贝

母2 0 0 0斤，各种杂药5 0万斤．猪曝1 0 0 0 o斤．毛皮1 0万

扛镇内山货药材商常有6 0—8 0个．分为“山客”，“下河客”

和”行蠛”三大类。“华泰店”是最大的山货药材行帻．经常满住山、

河讶路客商，各种山货、药材堆积如山。

匹头百货：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前仅有黄金胜一家匹头

百货唐．以后陆续增加了“郑记”、“衡泰”、“新伦”、“庆康”

等八家．其经营品种有：各色绸缎、呢辘．泰正蓝、阴丹布和百货。

新纶开韭较早，且善经营．生意特别兴隆，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己拥有脊金5万银元．成了远近闻名的“丁家绸缎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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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果：共有1 6家铺店．大多系前店后厂，自产自销现做现卖

或批零兼营．此允千鲜士杂铺店最多时有5 o余家。

屠宰：镇内屠宰业始于清末，民国十七年(1 9 2 8年)成立了

屠宰邦会。嗣后共有竹林寺外山门和水巷子两处屠场；八张案桌集中

在南河渡口下坎处。日可屠猪3 o一5 o共。端午，中元、中秋等节

囊逮T o—it 0 0头．

口 建国后商业发展慨况

解放初，为了恢复经济，繁荣市场县工商科对镇内商业行业进行

甄实行归口管理。对有利于目计民生和市场需尊的行业适当鼓励
箕发展；一般行业让其维持现状；对述信，烟毒则给予取缔。

1 9 51年．一些大国营公司相续成立，1 9 5 5年{再城关供

螭台作社Z在镇内兴起。至此．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占

7绝对优势，为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发展，稳定物债；巩固

趣发挥了巨大作用．
-n．9 5 4年，县对私改造办公室”和。县工商联。组成l 7个工

作组驻镶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遣规定：属于农村的

5 2户私营商业由城关供销社负责管理改造；城区常住的1 9 9户私

营商业公司负责归口管理改造．1 9 5 6年≈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改造灼商户计3 2 4户．5 9 5名从业人员。1 9 5 7年合作化商潮

背，有1 7个行业．5 l 2户，5 8 5人走上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的社

会主义莲路．占应改造总数的9 6．5鸟5．商业组织可分为国营、供
～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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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呜_饿合营与合作四种基本性质．国营商业起着支柱和领导作用。

是镇内商业的主体部份。

晦：。z堕哆霉曼璺对璺尊曼嗵堑些壅缝强-其妻～⋯⋯

行业名称总产数转天画菩。：～磊又j溽⋯筇枉若豆孩一一螽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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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5 8年，由于受。左”的错误影晦强行过渡．供销合作商

业转入国营商业，连小商贩也参加了合营或台作．特别是“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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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n的十掌，镇成商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i o 7 o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业战线经过拔乱反j己清

除*左”的影响，贯彻“开放、搞活”的方针，进行了经济体制方面

的改荤，在各个商业企业落实经济承包责任制，严格按照经济规律经

营。管理，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市场经济活既个体商业、联户商业，

城多集体商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 9 8 5年．全镇有国营．供

嘲p台作．集体和个体商业企业2 3 1个；从业人数2 7 1 4人。每逢

：嚣魏：迢靖各类货摊3 5 o余个设点营业．1口8 4年全镇社会商品

霉售总额为5 2 4 7．5万元1 9 8 5年上升剜’4 6 7．4万元

秀1 9 4 9年解放前夕的5 1．4侮为】9 6 6年2 2 0 5万元的

丸4傀比1 9'8年4 7 6 8．3万元上升5 6．5％。

下而按经济性质就商业的发展情况分述予后：

国营商业：始办于1 9 5 1年．当时成立有酒类专卖鸯司、盐韭

公司、油脂公司．1 9 5 6年对私改造孛。陆续成立的专业公司有{

安县百贷公司，食品公司，贸易公虱五金机械经理敢副食品公司．

六十年代进一步增多．兴办了苷县石油公司．蠼建公司．医药公司．

土产公司、中药材公司，日杂公司、蔬菜水产公司。饮食服务公司．

八十年代新办了五金交化公司，工区贸易公司、烟草专卖公司。同时

商办工厂也纷分创立。先后开办了安县涸厂、安县酿造厂，糖果厂、

内联厂、食品厂、饮科厂、麓芋艚粉厂，到1 9 8 5车，镇内共1 4

个国营公司．8个商亦工厂，这些公司除负责全县各类商品批发业务

～9～



“、，ij．4j曩}j_：5；：百。1个零售门市部。拥有5 V幢大楼、2 1座大型

奄库，共立堍￡4 7 4 o 0平方米，为目前城镇建筑总面积的九分之

一a

附： 国营商业魇生经营发展懂热!览表

颂一。毒门：职工!商品纯销：利润!全部流动资金

置凌曼i尘教i堕登舅l}委跫Lg壁Lj苣旦i要重!
i966 1 2 5 66I 629 {21．2 228．5

1968；1 2：351；443．6 i 2t 0； 1 42．9

{。!o j!!j曼垒Jj!!!二王{鉴，一j一!兰曼立一
i976{1 8{377i1209．7：3 9．6 3"．5

i978}2 7}348i15 66．9i 55．90； ‘91．4

19BI 1 4 3i 555{2846．1{71．芍。0{ 765．2

1985 i 4 4 481；2429．8l 80．1；884．1
19e逼；4 4{499}2515．7：9 2．2 ：：物aI垂
：1985 4 7}87e：513 5．4 178．8； 1670．1

供销合作商业：安昌供销社成立于1 9 5 5年1月，有2246卢

八{b、股金5 4 4 6股(每股5元)。开初几年，实行购货乜学俄特．

经营范围有：主要生产脊料．小宗土特产品，主粤生活资料，为国家

商业部门，。t销熏辜商品．直接经营有利生产，生活的加工业务-1958

车。公社化一时．镇内集依个体商业统归其管理领是经营范同进

一步扩大。“文化大革命”中商品流通受到阻碍，一些主粤商品，如：

布匹、到食i糖酒烟萘等均凭票供应．营业栖陡降。党的亍一届三中

～1 no



全会后，供销合作商业的性质和职能得到恢复，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并逐步扩大向农村的幅射。职工由1 9 5 3年的

1 o人，1 9 8 5年增加为4 1人。门市部由2个。到1 9 8 5年增

至1 5个，在农村设代销店2 3女b销售总额：1 9。5工年742口p

元1 9 6 3年1 5 0 2 0 8冠1 9 6‘年2 7 8 1 6 7元

1 9 7 8年8 5 6 4 6 1元，1 9 8 1年1 5 2 1 9 5 2元．1985

年翎历史最高纪录为1 9 9·9万元

合作商业

1、安昌镔饮食台作店：成立于1 9 5 6年．初由2 2家投股加

入有脊金3 2 f0 o元下设八个分店。到1 9 8 5年．有职工4 6

人．拥有固定资产2 3万元，当年营业额2 7 3 4 0 0元。

2、安昌镔百货．五金合作店：成立于l 9 5 4年．由1 4家集

股投咨组成。1 9 5 8年过渡饼入供销社．1 9 6 2年划出独立核算．

1 9 8 5年设有分店五处，职工5 2人，营业总额为7 2 4々8 6元．

5、安昌镇土杂合作店：1 9 6 2年成i0有职工5 2九设九

个分店，主要经营干鲜日杂、副食兼收购废旧物寄．1 9 7 8年营业

额2 g 5 8 0 o元1 9 8 5年有职工3 0人．营业额5·0 8 0 0 0

元人平营韭2 6 7 0 0元

4，安昌镇合作理发店：1 9 5 6年3月成立，有职工2 1人

下设分店。1 9 6 6卑营业额l 2 s 0口元，1 9 7 8年1 7 9 9 5

元．1 o 8 5年职工增至2 4人，营业额为4 3 7 0 o元

^，!】～



5、安昌镇合作穑酒店：1 9 5 6年成立，初由9户投资入店，

有资金1 8 o o元，设4个分店，另有摊点7处，主骣经营副食，糖

潘和烧腊及茶旅等．职工2 9人，1 9 6 6年营业额2 5 0 o o，己

1口7 8年增至3 o万元．1’8 5年有职工2 1人．营业314600

元

个体商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商业迅速发展起来。1 9 7 9年有

十俸商户7 1户．1 9 8 5年增至1 7 6户．嵛金2 1 8 9 7 5元一

个体商户经营灵活．是国营商业、集体商业不足都份的黄辱补充．也

是活跃市玩沟通各地商品交流不可缺少的重辱力量。

三． 工 皿

㈠ 民国时的工业和手工业概况

安昌镇．清末民初的工业．手工业虽不甚发达，但有的工厂和手

工作坊辞出现较早。一些手工业产品远在清初就享有盛名。诸如蕈纸．

青筋藤座椅．藤箱和船蓬等。随着大城市夺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影响，

到民国中期．镇内工业和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工厂作坊分布在顺河

街．外东街和竹林寺街两侧。多为竹．来藤器加工坊，铁匠铺．纸厂

和烤酒烧坊等．民目=十薹年前后．j纽1．江油、三台，遂宁几县避

兵灾约难民云集安昌镇者常有3 0 0 o多九这一时期。豪绅巨富乘

祝t为专皇j难民开办沙金厂，仅镇东广琳铺一带就有八个金厂开她

～1￡o



接着，梁÷曼如电厂，民生工厂、汶光电厂又相继出现．手工ik已发展

到2 4个骨立，2 7 6户，从业人员达5 4 o 0多人(金厂王人在内、．

到民目后期．镇内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巳寥寥无几。

兴版踊渤一：始建子清乾隆二十四年(1 7 5 9年)，厂蛐哽河

钪有』一房7-0闻，工人八名．徒工数人。金系手工操作．月产锅铧

6 o 0～．8 o o间(每间铧值价2 o斤大米)，铁诵1 o一1 2担(

每口铂值卿8 o一1 0 o斤大米)．营业至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

并迁厂至竹林寺下街。1 9 5 6年公私合营．1 9 5 8年与秀水诵铧

r台并，

粱涅如电厂：建于民国二十年春．是安县历史上第一座水力发电

厂．机器设备全由其自己设计制造，安装。年发电置1 8 0 o度．安

装I 5 w的白炽灯8 0余盏供县政府和华泰、华兴两旅店照明．至民

国二十九年歇业倒闭。

沙金厂：民国二十五年(1 9 3 6年)前后，广林铺，许家砜

五里堆一带共开办金厂八个，开凿井1 5 o多口，计有手工淘金盆

：0 o 0张左右。日可淘褒沙金8—1 5市口L其中规模最大的数“

同兴公金厂”(俗称。大金厂”)．办于民N-十四年(1 9 3 5年)．

由郑幕质、谢像仪等八人合股经营。有矿井(金稽)1 6处．金盆

1 2 0_t，雇有三台，遂宁、北川等地流落镇内的难民1 0 0 o余九

当地短工4 0 o人。日产黄金4—5两。民目三十四年(1945年'

抗缘；、柬，雇工离散．大金厂倒闭。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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