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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货，江门海关派出工作组4人、动植物检疫所派出1人进驻水口口岸，分别负责查验、征税、

检疫等工作。1984年4月，三埠口岸对外开放，边检、海关，卫检、动植物检、港务监督等机构开

始对入出境旅客、货物实施联合检查。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人员和物品，有关职能部门均依

法进行处理。对携带有病毒的动、植物，检疫人员一经查出，立即扑灭，并对疫情作持续监控，

维护了出口商品的信誉。

三埠口岸的对外开放，促进了开平县及邻县的经济发展，对入出境旅客提供了极大的方

便。至1992年末，经三埠口岸入出境旅客100多万人次，海关监管货物70多万吨。

第一章港务管理

第一节港口管理

1951年6月，三埠港务监督站成立后，负责对开平县境内水上交通的监督管理工作。对港

口的管理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辖区内的水上、水下工程如码头建设、架空电缆、过河水管、桥

梁建设、船舶停泊等进行审批，未经审批同意的不能施工或停泊，其目的是保障辖区内的航线

安全；二是设卡检查，主要足检查来往船只有无违章行为，设卡地点不定，一般设在水口河

面、振华冲口河面、赤坎河面。1981年，广东省航运厅拨给监督船1只，编号粤监28。1984年，

自购小型摩托艇1只。1986年，省航运局拨给监督船1只，编号粤监18。1988年，自购中型摩托

艇1只。这些船艇，每天在港1：1辖区内巡航，另每月设卡检查3次。在春节前后运输繁忙和台

风、洪水季节，三埠港监还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安全检查工作。

1987～1992年，共查处违章船舶6707艘，其中超载3096艘，无牌无证868艘，没有航线

665艘，其他情况2078艘。在这些违章船舶中，属于集体单位的数量较多。对违章船舶，港监均

按情节轻重依章处理。

第二节船舶管理

三埠港监对辖区内的船舶管理，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对进出三埠港区的船舶办理签

证手续，同时，对装卸危险货物的船舶进行监装监卸。对在辖区内营运的船舶，每年检验一

次，查看它们是否满足安全航行的有关规范和要求。对于长时间不合符营运规定的船舶，不准

继续营业。二、对在辖区内行驶内河的船舶(包括恩平县属部分)和行驶港澳线的客船进行所

有权登记。三、对在辖区内制造的船舶，从图纸设计直至船舶出厂的全过程，均进行监督检

验。每艘船设有技术档案，并有图纸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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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85～1992年船舶制造检验和营运检验统计表

}项 制造检验 营运检验

数＼目
＼置| 机动船 非机动船 机动船 非机动船

制． 艘数 总吨 净吨 艘数 总吨 净吨 艘数 总吨 净吨 艘数 总吨 净吨

1985 7 270 151．20 613 14934．oo 8363．04 268 2913．14 1631．36

1986 4 150 84 245 3826．49 2142．83 725 18341．98 10271．51 224 3730．95 2089．33

1987 1l 277 155．12 825 21441．85 1200744 215 4971．19 2783．87

1988 17 755 422．80 2 124 69．44 992 24690．61 1 3826．74 193 3032．04 1697．94

1989 9 684 383 786 19650 11004 133 2128 1191

1990 15 1260 705 657 16425 9198 106 1696 949

1991 21 1764 987 2 196 109 496 14880 8332 72 1152 “5

1992 26 2470 1383 l 120 67 386 17545 8531 38 760 425

第三节船员管理

三埠港监对辖区内的船员实行监督管理，主要工作有：一，负责对船员进行培训考试，这项

工作每年进行1～2次，主要是培训驾驶员和轮机员，考试合格的船员则由港监发给船员服

务簿(适任证书)；二、负责对船员进行年度检审，这项工作每两年进行一次；三、负责对船员进

行换证，这项工作每5年一次。

表2 1985～1992年船员培训考试发证统计表

人＼项目 驾 驶 轮 机

＼数＼目
＼1 80GT以下 80～200IGT 2∞～6010lGT 60耶以下 60～300HP 300～1020HP

％N
1985 93 92

1986 82 16 11 48 15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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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1987 5l 57

1988 69 7 70

1989 48 12 5 46 10 4

1990 36 29 8 32 25 6

1991 27 36 12 25 34 12

1992 31 22 16 32 2l 14

第二章进出境管理

第一节人员、行李查验

一，人员证件检查

三埠边防检查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边防检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对入出境人员及其所持用

护照证件实施边防检查。

持有效护照，证件(与护照具同等效力的证明，如港澳同胞回乡证、往来港澳通行证等)、

签证(附于申请人所持护照或其他国际旅行证件允许其入出境的许可证明)的人员，在人出国

(边)境时，除交验有效证照外，应填写入出境登记卡，经边检人员检查无误后，加盖入出境验

讫章，方可入境或出境。对拒绝检查和证件手续不符人员，边防检查站有权阻止其入出境。入

出境人员，不得携带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违禁物品。对违规违章人员，边防检查站依照

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边防检查站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出境，入境的人员进行人身检查。

1984年1月～1993年1月期间，经三埠口岸入出境旅客的人数累计106．30万人次。

二、行李检查

1984年4月开始，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和国家颁布的有关法令、法

规，对进出境旅客所携带的行李物品实施查验。同年lO月，采用“双通道查验制”，在旅检现场

设立“免税通道”、“征税通道”，另设“专用通道”。出入境旅客没带应税物品的走“免税通道”，

带有应税物品的旅客走“征税通道”，华侨、外籍人、出国探亲的中国公民和出国考察干部等旅

客走“专用通道”，加快了对旅客的查验速度，缩短了旅客的通关时间。

1985年，海关对经“征税通道”和专用通道的旅客实施“申报一技检一查验”三线一条龙
的查验方法，进一步加快查验速度，方便了旅客进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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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开始，海关参照国际通用做法和国内一些口岸的成功经验，将“免税通道”改

称为“绿色通道”，将“应税通道”改为“红色通道”，仍保留。专用通道”。在查验过程中，对大部

分走红绿通道的旅客所携带的行李物品，采取口头申报和行为申报为主的检查方法，而对极

少数有各种走私违法或行为可疑的人，则实施重点查验。

三、对船员的监管

来往香港、三埠港的客船有潭江轮和金山湖轮，共有船员67人。海关对这些船员的监管主

要有两方面：一是审核和验收船员带进的免税物品，二是船员是否有走私违规行为。1984

～1992年，海关未发现有船员将免税重点物品指标和征税物品指标所购买的进121物品作商

品出售，而走私香烟和未经申报而携带港币出境的情况时有发生，海关均按章及时处理。

第二节船舶查验

三埠边防检查站依据《对我航行香港、澳f-Jd,型船舶加强边防检查和管理的暂行办法》及

有关规定，对入出境航行港澳的客、货船实施边防检查及监护。

航行港澳小型船舶入出境需持有效海员证、《航行港澳船舶证明书》和《往来港澳小型船舶

查验簿》。如。三证”不齐全，边防检查站有权禁止其入出境。

1980年1月～1988年4月期间，开平航行香港的货船及运载的物资，必须绕道经深圳市

蛇口大铲岛接受边防检查站的检查后方可人出境。1988年5月1日开始成立水口货检组，经

上级有关部门批准，航行于开平、香港之间的货船由三埠边防检查站驻水口办事处实施边防

检查。

航行港澳的客、货船舶不得携带，载运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

违禁物品；对携带、载运违禁物品的船舶负责人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1984年1月～1993年1月期间，经三埠口岸入出境的航行港澳小型船舶累计10547艘

次．

第三节货运监管

一、对进出口货物监管

1984年4月以前，从开平县水口起运点出口的货物，由江门外贸水口办事处和江门海关

水口工作组等机构实施监管。

198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埠分关开关后，由于三埠港进出口货运码头尚未竣工，开

平县以及新会县、台山县、阳江县的“三来一补”、。三资”企业的进出口货物，需途经水口装卸

点进出的仍由江门海关驻水口工作组负责监管。同年8月1日，江门海关驻水口工作组划93--

埠分关管辖，三埠分关将征税工作迁到水口装卸点，加快了进出境货物的流通。

1985年7月1日，三埠港进出口货运码头建成启用，原经水口起运点进出口的货物大部分

改经三埠港货运码头进出口。三埠分关成立三埠港码头进出口组负责监管。三埠分关驻水口

工作组，仍负责外贸部门进出口货物以及开平县、新会县、台山县靠近水口装卸点的。三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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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和“三资”企业的部分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工作。

三埠海关对货物进出口的监管，坚持“依法行政、贯彻政策”，尽量做到方便快捷。海关人

员除了在货管现场进行监管外还建立预约监管制度，对大宗货物派员到工厂验放或船边放

货。在方便合法进出口的同时，坚持制度，加强管理，堵塞漏洞，严格把关。1984～1992年，海

关监管进出口货物共735932吨，其中进口317841吨，出口418091吨。

二、对进出境交通工具监管

三埠海关对进出境交通工具的监管，主要是查验它们是否遵照海关有关规定进出境。

开平县由三埠海关监管的进出境货船共9艘，其中，水口工作组负责监管6艘(中土出27

船、中土出16船、中食2l船、中食22船、中食60船、中食89船)，三埠港码头进出口组负责监

管3艘(潭运1、2、3号船)。对货柜车的监管，分两个地点：一在水口装卸点，一在三埠港码

头。1988年，三埠海关货柜车场建成，经三埠口岸进出境的货柜车大部分在三埠港货柜车场查

验，少量货柜车在水口装卸点查验。1984～1992年，共监管进出境船舶14177艘次，其中入境

“74艘次，出境7703艘次；货柜车26703辆次。

第四节关税征收

三埠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征税业务主要由海关货管科负责，旅检科则负责旅客携带应税

的行李物品的征税工作。

1984年4月1日开关后，开始征收货物进出口关税、行李物品税、代征工商税和办理关税

减免。同年11月1日起，增加代征产品税、增值税。

1985年7月16日，开始征收进口调节税和办理进口调节税减免。

1988年9月20日，开始对进口的减免税和保税货物征收监管手续费。

1984～1992年，每年均进行税收检查，对一些进出口违章、偷税、漏税案件进行处理。

表3 1984～1992年三埠海关征收关税情况表

数 ＼项 其 中

＼磊l胃 合计 货 物 行李物品 进 口

测 小计 进口 出 口 关 税 调节税

1984 85．68 57．47 28．21

1985 1254．64 1202．56 1191．20 11．36 52．08

1986 1092．7l 983．8l 980．35 3．46 92．84 16．06

1987 1389．09 1168．75 1168．75 175．86 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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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5888．63 5474．27 5474．27 O．57 229．52 184．27

1989 2181．44 1884．92 1881．60 3．32 110．97 185．55

1990 1905．21 1803．54 1803．54 93．84 7．83

1991 2687．4l 2541．47 2541．47 113．56 32．38

1992 2935．92 2776．35 2776．35 135．08 24．49

表4 1985～1992年三埠海关征收代征税情况表

然． 合 计 工商税 产品税 增值税

1985 535．63 66．57 424．06 45．00

1986 616．63 46．17 371．34 199．12

1987 681．97 21．65 353．87 306．45

1988 2817．34 47．08 570．07 2200．19

1989 1t62．58 32．41 735．01 395．16

1990 1410．68 90．20 881．68 438．80

1991 1916．40 90．83 919．07 906．50

1992 1889．94 75．26 1158．22 656．46

表5， 1985～1992年三埠海关减免税收情况表

数量志＼项 关 税‘裁 合 计 进口调节税
进口 出 口

1985 617．93 617．93

1986 624．75 6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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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1987 660．57 602．79 57．78

1988 1874．81 1812．17 62．64

1989 1639．49 1601．05 38．44

1990 2031．67 2003．15 28．52

199l 2233．19 2038．85 194．34

1992 5143．42 5062．33 81．09

第五节查缉走私

三埠口岸的查私工作由三埠海关查私技术科负责。该科内设外调、技术两个组。

1987年，查私技术科职能扩大，该科改称为调查技术科。

三埠海关调查技术科的主要任务：查清本关区走私违法事实，向司法机关移送走私犯罪和

处罚行政违法案件，并保障有关当事人的权益不受侵犯。为此调查技术科经常与旅检科、货管

科配合，通过缉私达到制止一切通过口岸或非设关地方非法进出的货物、货币、金银、文物，毒

品及其他物品的走私违法行为。

表6 1985～1992年三埠海关查私，处罚情况统计表

＼砑 走 私 违 规

年＼目
?纡＼． 案件(件) 案值(万元) 罚没(万元) 案数(件) 案值(万元) 罚没(万元)

1985 43 474．42

1986 42 145．61 70．09 12

1987 61 118．00 77．05 14 37．89 33．90

1988 65 57．81 58．79 28 101．22 18．76

1989 64 57．44 13．20 34 191．81 21．81

1990 40 4．24 6．36 24 342．42 181．62

1991 35 70．97 11．55 20 166．63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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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9 52．52 43．85 17 16．72 13．05

合计 359 981．01 280．89 149 856．69 279．06

第三章进出境检疫

第一节卫生检疫

一、船舶及人员查验

1984年4月，开平县开通三埠至香港及三埠至澳门航线后，三埠卫生检疫站开始对

进出境客轮实施卫生检疫。对持有护照的华侨、外国人或来自疫区的人员，要求其出示旅客健

康申明卡；对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入境旅客，则进行简化手续的健康监测，必要时也要求他

们出示健康申明卡；对交通员工及饮食从业人员，则在船舶进出境卫生检疫签证时，交由船长

签署他们的健康情况申报表。

1988年5月，由于从开平县出境的货轮不需经大铲岛而直航香港，三埠卫检站又负责出

境货轮的卫生检疫．至1992年，共查验进出境船舶11926艘次，其中入境客船3836艘次、货船

2136艘次，出境客船3831艘次，货船2123艘次；查验进、出境人员114．75万人次，其中入境旅

客50．02万人次(交通员工6．97万人次)，出境旅客“．73万人次(交通员16．86万人次)。

二、传染病监测

1984年3月开始，三埠卫生检疫站(局)开展传染病监测，主要对象是出、入境的交通工

具，人员、食品、饮用水和其他物品以及病媒昆虫、动物等。必要时要求出、入境人员填写健康

申明卡，出示预防接种证书，健康证明或其他有关证件。发现染疫人和染疫嫌疑人，给予隔离、

留验、就地诊验和必要的卫生处理；对患有监测传染病的人、来自国外监测传染病流行区的人

或者与监测病密切接触的人，区别情况，发给就诊方卡，实施留验或者采取其他预防措施；阻

止患有艾滋病、性病、麻风病、精神病、开放性肺结核病的外国人人境。

三埠卫生检疫局对传染病监测，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交通员工，从业人员进行监测性体检

1985年开始，对开平口岸的交通人员，从业人员进行监测性体检。1988年起，增加对阳

江、恩平两个地区装卸点，起运点的交通员工，从业人员的监测性体检。至1992年，检测交通员

工3312人、从业人员461人，其中患乙肝阳性167人，体癣2人，菌痢2人．

(二)对出、入境人员进行监测性体检

1989年开始，根据卫生部、公安部《关于中国公民出入境提交健康证明的通知》，对出国定

居、留学、公务、劳工及回国定居等人员进行监测体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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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1989～1992年出入境人员监测性体检情况表(人)

年份 体检人数 艾滋病监测数 皮肤病 rinse(+)

1989 2700 2700 3 132

1990 360l 3601 3 172

1991 5122 3940 5 147

1992 5567 4948 6 217

合计 16990 15189 17 668

(三)对水产品、河水、粪便等疫源进行监测

1984午3月升始，二埠卫生检凝站【局)对二埠港测拨的剡水布口二埠港区劂粪进行取样检

验。1985年11月，开始对开平县水口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开平县水产品进出口公司的出口

水产品进行抽样检验。1988年，增加对从业人员的粪便检查。

表8 1984～1992年抽样检验统计表

＼赛 粪便

左＼＼别 水产品 河水

乒劈＼． 厕粪 肛粪

1984 0 20 32

1985 82 24 38

1986 848 22 27

1987 955 25 37

1988 613 33 25 260

1989 324 12 12 238

1990 79 12 12 215

199l 53 12 12 223

1992 35 12 12 287

合计 2989 172 207 1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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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卫生监督与卫生处理

三埠卫生检疫站(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成立检疫站开始，对开平1：3岸往返香港的客

船、货船，货物，邮包、行李等物品和1：3岸内环境、餐厅等开展卫生监督、消毒、除虫、灭鼠等工

作。

1988年4月7日起，根据国家卫生部的规定，开始对集装箱实施卫生检疫与卫生处理。同

年5月，对进出口废旧物品进行卫生处理。

表9 1984～1992年卫生监督、卫生处理情况统计表

瀑
监 督 采 件 杀 虫 消 毒

供 食 环 供 食 环 船 港 集 货 船 港 集 货 灭
口 装 舶 区

装 物 鼠水
口

境 水
口I：1

境 舶 区 物 箱口口

食 箱

(份) (份) (次) (份) 具 (次) (M2) (M2) 01") (吨) (M2) (M2) (个) (吨) (只)

1984 12 25 26 24 278 6 1400 510 26

1985 8 42 12 14 358 56 2205 2001 1300 37

1986 14 45 24 36 376 24 2235 2107 2210 1303 1050 65

1987 17 49 24 24 306 24 2037 2107 3108 203 1503 1553 54

1988 12 52 52 24 24 24 3032 2107 12 609 256 1275 12 1707 86

1989 48 12 36 48 99 36 1200 4000 85 2000 1200 4000 85 2000 50

1990 48 14 40 48 86 40 1200 5000 104 2180 1200 5000 104 2180 65

1991 48 21 40 48 118 40 1200 5000 714 2360 1200 5000 714 2360 70

1992 52 18 40 52 105 40 1300 5000 1414 2519 1300 5000 1414 2519 60

合计 259 278 294 318 1750 290 15809 27832 2329 10986 5359 2308】 2323 14669 513

四、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

1990年10月1日，三埠卫生检疫站(局)恢复履行进1：3食品卫生监督检验的职权。三埠进

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成立后，负责开平口岸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至1992年止共检验进

口食品267．95吨，检出不合格食品3．26吨，占总进13量的12．19％，并作出适当处理，保证了进

口食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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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动植物检疫

1956年，江f-l=5'b贸部门在开平县水口镇设置生猪、三鸟仓库。该仓库的生猪、三鸟，专门供

应香港、澳门市场。当时，出口检疫工作由江门市交通检疫站驻水IZl工作组负责。1956年开设

三埠分所，该项工作由三埠分所负责。

1984年4月1日，开平(三埠)口岸正式对外开放。凡经开平121岸进出境的动植物、动植物

产品和其他检疫物，检疫物的装载容器、包装物，以及来自疫区的运输工具，由三埠动植物检

疫所(局)依法实施检疫。

三埠口岸动植物检疫现场有二处：一在水口起运点，一在三埠港码头。如有特殊情况，三埠

动植物检疫所派人到货主单位进行检疫。

一、动物检疫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凡出口动物及其产品，经检疫后合格的出单(证)放行出口；经消毒除

害后合格的准予出口；经消毒除害处理仍不合格的不准出口。对于进口动物及其产品，一经发

现有检疫对象，按规定作及时处理。

1983年，县农科所良种场接受港澳同胞捐赠良种猪苗40头。经检疫，全部患有传染性萎

缩性鼻炎。为了防止危险性疫病的传入，检疫局将所有进口良种猪全部扑灭，作无害化处理。

之后，为了监察调查疫情扩散情况，检疫局多次组织技术力量到县农科所良种场、县畜牧良种

场，外贸龙尾岗畜牧场进行调查了解，均未发现疫情。

1985年9月，在水口粮油食品进出口支公司检疫出口鹅群，发现鹅感鸭瘟病例(1800只狮

头鹅，500多只受感染)，经封锁、隔离、淘汰、消毒处理及疫苗注射后，疫情平息。经几年监察，

未发现新疫情。

1986年1月～1987年2月，在水口检疫出口鸡群，检出鸡瘟病例。检疫人员分头到有关

鸡场调查、了解疫情，并建议养鸡场采用正确的鸡瘟免疫程序，结果，控制住了疫情。

1988年10月，在水口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猪仓检疫出口猪100头，检出具有“五一”号病

症状的病猪18头。随后，检疫人员又到该公司出121基地龙尾岗猪场调查，发现同一批出口的中

猪中有“五一”号症状的病猪13头。检疫人员要求该公司对病猪立即作隔离封锁，并指定专人

管理，对受污染的场地进行全面消毒，暂停龙尾岗畜物场一切生猪出El，维护了出口商品的信

誉。

1990年，组织动检专业技术人员，对开平、恩平两县的养殖业进行一次较彻底的疫情调查

工作，掌握了辖区内的疫情动态，方便检疫工作的开展。

1992年，在进口越南猴子中检出有结核病、B病毒阳性的猴子，按规定作出了处理。

检疫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的传染病有：鸡喉气管病、霉形体鸡白痢、新城疫、猴子结核

病、B病毒、沙门氏菌、猪传染性胃肠炎等，经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控制了传染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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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1981～1992年三埠口岸动物检疫情况表

年份 生猪(头) 家禽(只) 野生动物(只) 其 他 旅检(人次)

1981 48861 501061

1982 51265 480466

1983 36323 450034 36305

1984 31545 366439 55544

1985 31393 508247 50183 骨胶325．6吨。 37655

骨粒12吨，进口海参93
1986 26589 395509 73505 36079

吨，进口鱼粉133吨。

骨粒145．5吨，皮张19680

1987 27746 463794 108299 张，蛇类6681条，淡水杂 68943

鱼31．4吨。

骨粒99．7吨，皮张2976

1988 29252 676878 168038 张，进口鱼粉169．6吨， 64054

杂鱼68吨。

水生动物90吨，jjD-v肉类

1989 26071 6601865 17452 7批，鱼粉623．5吨，皮张

1397张，杂项类80吨。

水生动物65吨，加工肉

1990 30670 534733 184543 类36批，鱼粉1700吨，

皮张1601张。

水生动物116．5吨，鱼粉

1991 22751 642587 470吨，皮张1819张，杂

项类7吨。

水生动物2．8吨，皮张
1992 19000 634688

50200张，杂项类455吨。

二、植物检疫

三埠动植物检疫局对大宗植物检疫，一般是先对装载货物的车、船、仓库、货场进行认真检

查，然后在全批货物中抽样检查。对发现带有或感染检疫对象的货物，根据具体情况作区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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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般是采用熏蒸消毒、控制使用、退回或销毁等方式进行处理。对旅客携带和邮寄的少量

非禁止进口的植物及植物产品，一般以现场检查害虫为主，如未发现有检疫对象的则随检随

放；如发现旅客携带禁止进口植物及其产品，则予以扣留没收，作销毁处理。国家规定不准进

口的植物及其产品，一律不准进口。经三埠口岸进口的大宗植物及其产品，主要有棉花，粮

食、饲料、木料等。进口数量以1988年和1989年为最多，棉花2443吨、饲料3636吨、木料2037

吨，而粮食则是1991年和1992年数量最多，分别是14267吨和23143吨。入境旅客携带的植

物以水果、花卉为多，1984～1992年，共截获检疫物3589批。从进口的植物中，检疫出的害虫

种类有毛衣鱼。小菌虫、赤拟谷盗、螨类、蚧壳虫等。

检疫局在抓好口岸检疫的同时，还注意做好植物疫情监察工作，先后对三埠港区30公里

半径范围内进行害虫调查，包括开平县棉纺厂，开平县土产进出口公司、开平县药材公司，开

平县粮食局、开平县酒厂、开平县土产公司、开平县副食品公司、开平县嘉士利饼业公司、开平

县康力威面制品厂、开平县烟丝厂、开平县酱料厂、开平县食品进出口公司、开平县粤开木门

厂、开平县开泽木器厂、开平大厦、开新大厦、华侨大厦、潭江大厦等单位的车间、仓库，共查获

害虫种类有四纹豆象、米象小蜂，白腹皮蠹．赤拟谷盗、球棒皮蠹、宽角谷盗、咖啡豆象、锈赤扁

谷盗、家庭钩纹皮蠹、大眼锯谷盗、暗褐郭公虫、隆肩露尾甲、脊胸露尾甲、烟草甲、黑菌虫、小

菌虫、米扁虫、玉米象、米象、谷蠹、竹蠹、大谷盗等22种。 f

1990年，为了更好地掌握开平，恩平两县的害虫危害情况，三埠动植物检疫局组织植检技

术人员，对包括开平县棉纺厂、土出公司、食出公司、药材公司、粮食局仓库、开平大厦，恩平食

出公司，土出公司、广联泰纺织公司等18个单位42个仓库进行较详细的调查，共查获害虫6

目19科36种，针对不同疫情，提出具体的防虫措施，取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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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概况 ．951．

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公元1908～1909年)，长沙、水1：3、苍城、赤坎等地先后成立

了商会，协同地方政府管理市场物价，征收各种经费。

民国31年(1942年)3月，县政府对粮食、行栈、厂坊实施登记，颁发营业执照；同时采取措

施，平抑物价，严禁囤积居奇。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战事频繁，侨汇断绝，交通梗塞，各种物价垂直上升，人民叫苦不迭，饿

殍遍野。

民国35年(1946年)至民国37年(1948年)，经济萎缩，国民政府不顾人民死活，滥发币

券，物价旋风直上，每100港元兑换国币高达600多万元．

1949年lO月～1950年末，一些不法商人凭藉大量私人投机资本和经济优势，先后四次

掀起大规模的涨价风潮。县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市场物价的行政管理：将带动市

场物价的主要物资如粮食等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集中进行交易；保护国营商业的牌价不受

私商破坏，对没有牌价的商品采取议价、核价制度；对少数轻视人民政府、带头哄抬物价的投

机商人，依法制裁。通过这些经济措施和行政手段，初步稳定了物价，刹住了涨风。1950年，县

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管理物价工作。同年4月，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工商科，物价工作由工

商科管理。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1954年11月撤销了工商科，同时成立商业科。1957

年6月，县人民委员会成立物价科。这期间，县贯彻国家对市场物价采取的“基本不动，个别调

整”的原则，逐步缩小工农产品比价，调整不合理的商品价格，市场物价趋向稳定。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5年)，1958年12月，县人民委员会物价科并入县财贸

粮食部，内设物价组。1959年6月，恢复县人民委员会物价科．1960年12月，县人民委员会物

价科并入县计划委员会办公室。1962年9月，县人民委员会物价科从县计划委员会划出。这期

间，主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恢复农村贸易，活跃农村经济》的指示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

的《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议》，开放自由市场，开展货栈贸易，调整部分农产品，地方工业品

价格和工业品城乡差价，市场物价继续走上稳定．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物价管理仍以“稳定市场，稳定物价”为方针，以“统

一领导，分级管理”为原则，建立和健全县、镇两级物价管理机构。1968年2月，县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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