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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告 ．{}
月IJ ‘吾。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盛世修志，以总结前人的

经验教训，为后代留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史料。

．《宿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记载1522年至1992年工商行政

管理活动的史实，记陈事供所鉴，记新事供所用，资治、存史，服

务当代，惠及子孙。

本志书编写工作从1984年12月开始，十易寒暑，时断时

续，数易其稿，到1994年元月始成。共查阅档案资料六万余份，

摘抄资料三十多万字，分为十章，成书约十五万字。在此期间还

完成了省工商局革命历史文件的搜集和为《宿县志》工商业的发

展和工商行政管理等章、节提供了资料。

在编纂过程中，承蒙省、地工商局和县志办公室的关怀指

导，并得到省档案局、图书馆、县档案局、党史办、工业局、商业

局、教育局、县工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向他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
’

本志书是以原宿县工商局修志小组编纂稿本为基础，重新

修订而成。

编纂专业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任务重，力量不足，水平

有限，资料不全，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指教。

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李庆德

．----九九四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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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历史唯

义的观点和辩证方法，从宏观上对历史进行考察。以客观

的历史史实作为依据，揭示县工商业的发展、兴衰，总结

行政管理经验、教训，为探索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律提供借

以达资治、教化、经世致用的目的。

二、断限：本志上溯事物发端，下止1992年。

三：体裁：本志采用记事本末体、语体文，随文配以图、表，

记述，寓褒贬于史实的记述之中。

四、结构：经类系事，横排纵写，以行政区划为范围，以

进行分类，以年代为经，事件为纬，前有概述，大事记作

后加附录，以章、节承上启下，贯通全书。

五、纪年：本志以公元纪年为主。为保持原资料的本来面

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沿用年号纪年，如嘉靖、光绪、民国等，

后括号加注公元纪年。
‘

六、计量单位：以公制为单位，但个别数字从习惯，中华

人民共和国前的数字与单位，以资料为据。



概 述

宿县，春秋楚地，秦汉至隋，分隶符离、蕲县。唐元和四年

(809)置宿州，治蛹桥。民国元年(1912)始称宿县，1979年经国

’务院批准，析县城置宿州市。县境东与灵璧县相邻，西和河南省

永城县接壤，南毗怀远、固镇两县，北与江苏省铜山县为邻，津浦

铁路纵贯境内85公里，唐河、濉河、股河、新汴河、浍河由西而东

过境，公路四通八达。‘

全县辖16个区(镇)，88个乡，人口97．94万，总面积2730

平方公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且有得天独厚的地下矿藏资源

优势。芦岭、朱仙庄、桃园煤矿相继开采，蕲东、蕲南、前付、小庙

等煤矿正在筹建。北部山区有储量丰富的大理石，质地坚硬，色

泽奇美，是高级建筑材料，今已相继开采利用。农业素以盛产小

麦、大豆、山芋、芝麻、花生、烟叶等农副产品和猪、牛、羊、鸡、蝎

等产品而著称。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丰富的自然资源，

。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据《宿州志》记载，明朝嘉靖年间宿州有匠户231户，酱坊

16户，能用毛硝熟羊皮。清乾隆年间，宿州工商业发展具有一定

规模。恒隆杂货店是当时较大的商店。至光绪年间，宿州增加了

京广杂货、医药、屠宰、饮食等行业。较大的商号有恒隆、王公和、

常吉庆等。1912年相继开设了义记公司、歧丰公司、凌云烟庄。

随着商业的发展，工业生产开始兴起。光绪年间，大同打蛋

厂、黄山采石厂相继开办。津浦铁路通车后，宿县工业有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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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城商人集资开办了电灯厂、德轮织布厂。

末，列强入侵，倾销洋货，掠夺资源。民国时期，军阀混战。

军侵占，八年抗战，战争频仍，捐税繁杂，使工商业受到严

残，工厂倒闭，商人逃走，市场萧条，民不聊生。

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行政管理

1950年，设立了宿县人民政府工商科，贯彻执行“发展生

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

针，使全县工商业迅速得到恢复。

1953年至1 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限制、利用、改

造”的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同时把手工业和小商贩组织起来，

走集体化的道路。

1957年，宿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全面贯彻“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

1962年到1972年，为加强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工作，

宿县相继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和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开放

了集市贸易，打击投机倒把，清理商标，核发商标注册证。但在

“左”的路线干扰下，集市贸易时关时开，打击投机倒把的政策偏

严，对正当的经营活动和上市品种限制过死，影响了商品流通和

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集市贸

易和工商企业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一度处于严重混乱状态。

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执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的经济政策，坚持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多种经济形

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有力地促进了各种大型

的工商企业逐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全县恢

复集市贸易62个，设立了各种专业市场27个，综合服务组41
2



个，建立交易所16个。同时加强了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

对企业登记管理，县局无论对国营、集体、还是个体经济，从

登记、发照、经营依法进行全方位管理。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形势

下，企业法规逐步完善，保证了各类企业得到持续、稳定、健康地

发展。
‘

●
●

经济合同管理，开始于八十年代，县局设立了合同股、经济

合同仲裁委员会，工作开展卓有成效，管理合同，调解仲裁大量

纠纷，推进“重合同，守信用"活动，维护了企业正当合法利益。．

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县局对保护企业商标的名誉，打击虚

假广告，做出了一定成绩。

同时，对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注意提高办案质量、效率，不失

时机地打击经济违章违法活动，维护了国家经济建设。
‘

建立了消费者协会、个体协会并积极开展工作，保护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打击了不法经营活动。

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各项管理制

度，强化政治思想工作和廉政建设，强化职工队伍教育，为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提供了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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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 事 记

明

嘉靖元年(1522)

据嘉靖《宿州志》记载，宿州已有铁、木等手工业，酱品、榨油

和毛硝熟羊皮等行业。

清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宿州有京广杂货、国药、屠宰、饮食等商业及粮油、牲畜、白

行业，还有槽坊和铁匠炉等手工业。

三十二年(1906)

宿州设商务局，负责管理商务。

三十四年(1908)

黄山采石厂开采石料，为修筑津浦铁路供料。

宣统元年(1909)

英国人在宿州大东门内开设大同打蛋厂。

二年(1910)

搬运工人组建行业公会。

同年，破产农民涌入宿城以修建房舍为业，出现了建筑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

津浦铁路通车，宿城的商业有较大的发展，“五洋”货(洋油、

洋烟、洋火、洋布、洋糖)，开始进入宿县市场。

二年(1913)

宿县商会成立。

‘ 六年(1917)

宿城商人集资开办宿县电灯厂。

十四年(1925)
+●‘

6月25日，宿城工人、学生、商民5千余人在城隍庙召开

“沪案后援会”成立大会，会后进行游行、示威，查禁日货，声援

“五卅，，运动。

十五年(1926)

宿城木、泥、石、油四业在商校举行联合会成立大会。后相继

成立了装卸、搬运、小车、浴池、理发等行业联合会。

是年，共产党领导宿县浴业工人举行罢工。

十六年(1927)

军阀张宗昌、张作霖、褚玉璞、孙传芳所部先后进驻宿城，用

直鲁币强购商品，商人藏货闭门。

5



煤矿工

立了家

市场。

12月，国民党县政府重新组建宿县商会，秦铁民任会长。

三十六年(1947)

宿县商会发起组建24个同业公会。

三十七年(1948)

8月，国民政府宣布“改革币制"，发行“金元券"取代“法

币”，通货膨胀，社会各界怨声载道。

11月，宿城解放。宿东、宿西两县合并为宿县。城关置宿城
6



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

宿县设置工商管理税务局，各区设立工商税务稽征所。

9月23日，宿县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商界推选

商民代表11人参加会议。

是年，宿县电灯厂恢复送电。

同年，成立宿城第一个国营商业机构——光华贸易公司。

1950年

宿城市改为地辖市；宿县人民政府迁至符离集。

是年，设立宿县人民政府工商科。

宿县工商业联合会成立。

1951年

2月，宿县人民政府转发行署《关于工商业开、转、歇业均须

由县工商部门核准的指示》。

9月，宿县人民政府转发行署《关于棉、麻、烟、粮原料作物

市场管理工作的指示》。对棉、麻、烟、粮进行了管理。

1952年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击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猖

狂进攻。

1 953年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城镇居民实行计划供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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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

’

对小商小贩进行“大过渡”，由“小合作”转为“大集体”。

1960年

全县恢复农村集市77个。

业

收

粮

理

基

公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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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元月，成立宿县市场管理委员会。
‘

9月，整顿手工业生产、修配门市部，恢复合作社、组，性质

为大集体。

12月，宿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集市贸易管理试行办法

的布告》。

’

1963年
●

．

11月，宿县县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的紧急通

知》，根据中央对个体商贩要“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区

别对待"的方针i开始在熟食和肉食业进行代替工作。

1964年

元月，宿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农村集镇开展工商

企业登记发证和清理整顿个体商贩工作的通知》。

1 965年

5月，成立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是年，“四清运动"开始。

1966年

“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

1967年

元月，成立宿县工商系统民主革命造反队。

9



。．12月，专、县公、检、法、军、管、组等六单位协同配合，取缔
小商小贩。

1970年

元月，宿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加强市场管理，坚决取缔无证

商贩的通知》。

2月，宿县专、县群专指挥部、宿县革命委员会打击投机倒

把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

11月17日至23日，安徽省商业局在宿县三铺公社召开了

“依靠贫下中农，管好农村市场”的现场会。

1971年

3月21日，《新安徽报》发表《宿县三铺公社“依靠贫下中

农，管好农村市场’’的调查报告》。并以“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认真

管好农村市场”为题发表社论，推广三铺“经验"，强调农民经商

就是投机倒把的极“左”论调。继而全县开展“全省学三铺，三铺

在宿县、宿县怎么办?”的大讨论。

10月，商业部《商业简报》第52期，介绍了三铺公社依靠贫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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