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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台安县商业志》现在出版了。全书共十七章，十七万字。上

溯满清、下限当今，虽未注入我一笔，但当它脱稿问世之际，编辑

们要我为这本志书写个序言，虽自感知识不多，阅历不深，但有鉴

于本志的重要，又目睹编辑人员朝夕的辛劳，便觉得盛情难却，责

无旁贷了。

诚然，国家不可无史，地方不可无志，作为方志基础的部门

志，更有其特殊意义。历史是一面镜子，作为商业战线的一员，通
读全篇得到不少教益。从我的前任创建的业绩和成就，看到商业的

希望，也从某些历史教训，得到启发，看到创业的艰难。如果不了

解我县商业兴衰和演变的历史和现状，就不能更好地掌握运用对外

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规律，就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新形势。

由于专志的叙事，既不是论文，也不是总结和评论，它要求是

非、功过、成败、褒贬通通寓于事实之中。如果说这本志书，能够

为方志提供必要的资料；为后入提供一些历史借鉴，那正是编写本

志的主要目的，也是全体编志人员的最大心愿。

遗憾的是，我县解放前的商业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建国后机

构和人员又频繁变化，由于历次政治运动带来了很多不良后果，为

编写本志带来很大困难。好在编志办公窒的几位老同志年龄大、阅

历深，犹如一部活的档案。兼得各单位领导和资料员的大力协助，

因而使编志32作得以顺利进行。他们殚精竭虑，奋笔直书，正像他

们自己说的那样：“余热未尽献，老骥不偷闲，古梅无他求，点红暖

人间。"

我们深信，这本专志的成书，对启迪广大商业职工热爱祖国、热

爱本职32作，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开展文明经商，提高服务质量，

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宝贵

一九八七年六月



概 述

台安县位于辽宁中部略偏西南，地处辽、浑、柳、绕等河下游。东面以辽河为界与

辽中毗连，西北靠绕阳河和黑山、北镇接壤J西南和盘山毗邻，东南隔浑河与辽阳、海

城相望，中心位置为东径122．25／。北纬41．23，，全县土地面积总计1．388平方公里。农

用土地1，122，931亩。全境南北总长75公里，东西横距50公里，下辖七镇十乡，总户数

88，237户，总人口人342，098人(其中农业人口297，979人)。汉族占总人口90％。另

有，满、回、蒙、鲜等民族。全县经济以农业为主，辅之以工副业生产，八六年工农业

总产值20，641万元。

我县商业的发展是与我国人民多年来为争取自由、民主、振兴中华的革命斗争紧密

的联系在一起的。它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

清初地处辽河下游的八角台，是京奉大遭之重镇，当时经商开店者逐年增多。为往

来京奉之商旅提供方便的打间、夜宿、购销商品之条件，特别是清顺治十年颁布了《辽东

招民开垦条例))之后，从山东、河北等地移来大批汉人源源来此定居，人口逐年增加。

商业又有繁荣之势，周围之乡镇亦先后建立集市，其时镇内、“商市栉比梨园妓馆亦

略具备"。至光绪末年京奉铁路通车，商业也随之萧条起来。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清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建立了中华民国，于

1913年成立了台安县。但继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大小军阀投靠帝国主义以仗势力，帝

国主义乘虚而入，出现了战争烽火不断，盗贼四起，兵连祸结，水灾频繁，民不聊生，

此时经商者陷于困境，弃商为农者甚多。

1931年(九·--]k)事变，日军占领东北后，在政治上对人民之镇压，在经济上之掠

夺，更为惨苦‘日寇对商业严加控制，大量输入日货，成立“物资整备委员会"设日人控

制的“兴农合作社”“粮栈"等官商组织。以“出荷"制度大量掠夺农付产品，以“配

给"制度严格控制日用消费品。由于日寇官商之垄断，民族商业则淹淹一息，冷落异

常。

1943年(八·一五)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统治台安时期，经济萎缩日甚，物资奇

缺，通货膨胀，物价暴涨，造成大量私营商业破产倒闭，仅有少数商户苟延残喘，濒临

绝境。

1948年11月2日，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台安全境获得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领导下，我县商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49年初台安县第一个国营商业

公司一贸易公司诞生了，从此直到1955年是我县社会主义国营商业由萌芽到初步形成

规模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国营商业各企业机构逐步具备了专业公司的雏型。

1956年起到1958年上半年，随着对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各国营商业

专业公司相继建立并逐步完善稳步发展，确立了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与之相适

应，国营商业行政管理机构一台安县商业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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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下半年至1960年，在国营商业稳步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左的思想占了上风，

受“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错误影响，使国营商业做了许多违背客观经济规

律的活动。合并了国、合商业机构，提出“大购大销纩“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

少、收购多少”。的错误口号。致使商业盲目购进许多不适用的商品，给国家造成了很

大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合并了合作店组，减少了网点，关闭了农贸市场，形成了弛
家经营，造成渠道阻塞，严重的影响了商品物资交流。

1961年以后的几年中，由于认真的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在商业内部，按照“集中领导，分级管理彦的原则，分设了国、合商业机

构，恢复了专业公司。调整了商品流通渠道，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提高了农副产品价

格、实行了奖售派购政策，开展了高价商品供应，扩大了货币回笼，商业内部开展了

“三清。工作。这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社会主义商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极“左"路线发展到了顶峰，并居于统治

地位。在商业大搞单一的经济形式，单一的流通渠道，单一的经营方式。歪风邪气盛

行，服务质量下降，企业管理混乱，使社会主义商业几乎走向崩溃。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商

业又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康庄大道。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同

时，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

种流通渠道并存和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系正在形成，商业内部的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以

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营管理责任制正在推广和完善，企业面貌焕然一新，国营商业

真正踏上了中兴之路。

总之，台安县国营商业，已经走过了三十八年的光辉历程，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规模可观，经营品类齐全、网点方便的国营商业。它为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为我县各行各业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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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建国前的商业

第一章清代民国商业

台安商业基础薄弱，历史较久，1913年(民国二年)台安开始建县，建县之前，这

里曾是辽中、新民、黑山、海城、盘山等五县的边缘之地。建县当时只有六镇(八角台

(即台安镇>、西佛牛录、新开河、黄沙坨、桑林子、富家庄)。1940年(满洲康德七年)

二月因县境调整，辽中县达牛堡子划归台安县，1949年春海城县所属的大高力房镇划归

台安县、成为台安县主要八镇。

在漫长的旧社会里，这里既是“九河下稍矽和各县边缘之地，也是反动派统治的薄

弱之处。有不少“三不管”的地方，村落萧疏，地广人稀。特别是辽河沿岸和西马场一

带，更是蒿苇丛生，人烟稀少，匪窝之地，官兵过往，不敢久留，祸匪流窜不绝，危害

人民。

境内，近海平原，无山多水，是个穷乡僻壤地区，土地脊薄，物产不丰。据民国县

志记载： “本县无山林矿产之富，无齿革羽毛之珍，民所赖以为生活者，植物则五谷、动

物则六畜而矣，间之有植物如梨、桃之属，动物如狐、鼠之类，亦非出于特产，而可以

右裨于生计者也"。人民只能以自产粮谷、副产物等交换些生活必需品，以谋生存。清

初设有集镇、村落中的商品交易，多属半农半商的小铺，也有用大车贩运或肩担货郎走

街串巷进行交易，逢年过节汇年货卖货到屯，此类经商者也寥寥无几。大型交易不得不

东渡牛庄镇、西赴广宁城(今北镇县)，南去盘山、田庄台、北进新民屯(今新民县)，

长途贩运商品进行交易。

早在清初年间，台安县(原名八角台)地区，沃野荒凉、人少村稀。为开拓此地，

1653年(清顺治十年)清朝统治者，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从山东、河北等地

移来大批汉人，与满族杂居并大量开垦荒地，多数汉人大都是清初的关内移民，源源来

此定居，逐渐形成村落，由村落的大小逐步发展成为较为集中的集市。八角台(今台安

镇)、西佛牛录、系京奉之要道，达都年录、新开河、富家庄等地，沿辽柳河势，航陆

交通方便，且部落较大，开始集中经商，多数物资来自奉天(今沈阳)、营口、牛庄等

地。1879年(清光绪五年)八角台建集市，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黄沙坨建集市，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西佛牛录建集市。以后又建立了新开河、桑林子、富家庄，达

都牛录集市。当时东部地区属辽中县管辖，有河西三镇之称，第一镇八角台(现台安

镇)；第二镇西佛牛录(今西佛镇)，第三镇达都牛录。西部地区属镇安县(今黑山县)

管辖，有桑林子，西南部地区属盘血厅(今盘山县)管辖，有富家庄，东南部地区属海

城县管辖，有黄沙、高力房。沿河地区商号多养船只，因势投机买卖杂粮，往来于辽、

柳河下游，其获利高予座商门市所得的数倍。也有部份农民和城市贫民用大车或肩挑贩运

于营口、盘山、田庄台等地，这部分满行商，多数是贩卖粮谷、鱼虾、食盐之类，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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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集中于东鹾大街有八、九十户。经营情况比较繁盛，据民国县志记载： “其时商市

栉比，梨园妓馆，亦略具备，繁盛之况，迂于今日黟。

光绪末年，京奉铁路通车之后，较为发达的交通线取代了原必经台安的京奉大道，

来往商旅以及商品运输多以铁路为主，然其交通受阻，地处偏僻，成为兵匪流窜之地。

骤匪成灾，黎民涂炭，不得安生，小股土匪，三五结伙，拦路抢劫，打家劫舍，路断行

人。大股匪帮攻打集镇，抢银行劫商号，绑票勒赎，烧杀掠夺，无所不为。匪入兵出，

匪走兵回，捣得集镇不得安宁，有时逢集日，被土匪捣得不得不中途散集，民心不安，

非紧急需要，绝不赶集，免遭祸患。因此，经营者纷纷歇业，弃商为农，只有少数不适

农耕者为了养家糊口，展转于匪患之中，商业随之萧条。据民国县志记载商业情况如附

表：

1 930年(民国十九年)商业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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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伪满洲国国民党商业

第一节伪满洲国商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统治十四年。台

安县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无大发展，处予艰难的困境，这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政策

和一些汉奸走狗出卖国家财富是分不开的。

日寇统治时期，在政治上残暴地镇压人民抗日救国活动，血腥的屠杀人民；在经济

上疯狂的掠夺和残酷的剥削；造成千百万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破人

亡，私营商业处于困境之中，当时日本人对商业严密控制，大量输入日货，同时将中国矿

产，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回日本国。1937年(伪满洲国康德四年)成立台安县农事合作社，

对主要物资实行统制，台安盛产棉、麻，是军火原料，正适合侵华战争需要，对棉、麻

实行迫种出荷(必须卖给国家)制度。在台安辽河以北地区，强制开辟大面积的迫种

圃，定播种面积，定产量出荷任务，秋后减产不减购。警察下乡催棉，要粮，强迫完成

出荷任务，非打既骂，重者关押或刑罚，人民不得不以高价私买去完成任务，取消了私

营商业经营粮、棉、麻、布的买卖活动。

1940年(伪满洲国康德七年)成立台安县兴农合作社，管理全县农产物(林产物、

畜产物、水产物内含其它加工品)之检查，贮藏、运贩、调制加工及贩卖，农业及生活

上所需要之共同购买l农产品交易市场之设施及经营等。

：1941年(伪满洲国康德八年)，成立台安县整备委员会及生产消费委员会，对主要物资

实行统制。主要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农民生产的粮、棉、麻、花生、烟叶等分配任

务强制“出荷"；铜、铁、木材、骡、马、牛、羊、猪、禽、鱼、虾等无条件的随时征

用；对人民生活必须品以棉布、棉线、火油、火柴、食盐、食糖、胶鞋、毛巾等全部由

街、村生产消费委员会按人“配给"，由指定的商号卖给，所配给的必需品数量很少，

去掉官府官商的层层克扣，百姓所得则更为甚少，根本满足不了最低的需要，逼得人民

只得用各种原始办法制做必需品以维持生存。如不准轧棉、弹棉，人们就在夜间用铁棍

擀棉籽，用柳条弓弹熟花，纺土线或在菜窖里进行地下弹花、织土布。

当时的多数私营商业处于绝境之中，只有少数通官者(配给商)则大发横财。如台

安镇的隆记号，因经营较多的配给品短时间即成为全县为首的暴发富商。但多数商户因

无货经营，买卖萧条，淹淹一息，有的经营被禁物资而被警察发现，处以“经济犯刀的

罪名被抓起来，营业倒闭。在官府的统制和压榨下，社会经济萧条，商业萎糜不振，生

意冷落异常。

附大同元年至康德八年工商业统计表

一3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同元年至康德八年工商业统计袭

大同元年 康德元年 康德五年 康德八年

业别 、
芦尸 从业人 资本额 户 从业人 资本额

户
从业人 资本额 从业人 资本额

数 数 数 数
、

贩卖业 151 711 330，000 185 925 370．000 189 719 364，000 173 752 519，000

制造业 20 112 360，000 21 105 50，000 23 102 32，000 19 98 57，000

．承揽业 16 91 13，000 14 79 13，000 15 75 12，000 12 62 15，000

旅店业 12 6 L i0，500 13 62 11，000 16 60 82，000 12 50 15，090

理发业 8 32 4，100 7 49 5，100 8 41 4，000 7 30 7，0jO

印刷业 2 16 6．000 2 50 9，100 2 56 7，000 2 53 11．000

写真业 1 4 3，000 j 3 4，500 1 4 7，000 2 8 5，000

饮食业 40 200 22，000 49 264 21．000 50 253 21．000 52 262 43，000

质业 1 39 350．000 1 42 800，000

总计 250 l，227 424，630 272 1，537 473，700 305 1．349 861，000 280 1，358 I，472，000

第二节 国 民 党 商 业

1945年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喜讯传来，全县人民

眼含热泪，奔走相告，尽情欢呼： “费们的祖国光复了刀。十月份共产党八路军先后派

李汝舟、郑钧、郑挟等同志迸驻台安。1946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在美帝

国主义的援助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共台安县委按照上级党的指示于1946年2月进

行战略转移，暂时离开台安。国民党派冯作人来台安当县长，予四月成立了县政府。

1947年我军从战略转移转向全面反攻，十一月份国民党政府人员全部逃窜，台安彻底解

放。

国民党统治时期，军匪合流、兵连祸结，欺压百姓，殃及商界。经济萎缩日甚，特别

是国民党政府借机巧立名目，征税派捐，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县、乡、镇直至商会纳

税派捐，层层加马。商号则按资金大小、人员多寡硬性摊派，限期交纳，有不少小本生

意被迫停业。另外是物价日益上涨，币制十分紊乱，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有东北九

省流通卷、金元卷、银元卷)，货币贬值，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1947年9月买一斤大米

需流通卷四十三元，猪肉一斤六十元，比年初上涨六倍多，月月上涨，朝不保夕。东北

解放煎夕上涨到无法计算钱数，集市贸易用麻袋装钱，用秤称票子买东西， “一斤票子

(指流通卷)买不了一斤粮"，商号的经营情况处于艰难的困境，日趋倒闭，仅有少数

商户苟延残喘，勉强维持。

附：①民国三十五年台安县各镇商业种类户数统计表

②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九月各种物价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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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安县各集镇商业种类户数统计裹

民国三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①

户＼集镇寺～～数＼q称 台安镇 新开河 黄沙坨 富家庄 桑林子 西佛牛 达牛堡 合计商业种妾＼
●

杂 货 店 23 19 10 15 8 15 18 108

药 材 店 5 5 7 4 4 5 5 35

文 具 店 1 1 5 1 2 1 11

鲜 货 店 1 l

化 妆 店 4 2 2 7 15

烧 锅 1 l l 2

油 坊 1 3 2 7

酱 园 1 4 1

饮 食 业 12 1 10 6 7 5 45

煎 饼 铺 3 6 6 4 13

果 局 2 2 8

染 房 4 9 4 4 3 6 31

鞋 铺 1 1 1

银 铺 3 1

铁 匠 炉 3 2 2 2 4 3 20

洋 铁 铺 1 2 3

皮 铺 l 1

香 坊 2 2

切 面 铺 1 l

印 刷 所 4 4

理 发 店 6
、

3 3 1 4 4 21

钟 表 店 2 2

成 衣 局 7 2 3 4 16

照 像 馆 2 2

修理车厂 3 ， 1 2 2 10

1 1

西 医 2 2 3 7

旅 店 4 5 2 2 13

合 计 90 46 40 42 35 63 72 388



各种物价调查裹

民国三十六年度①

(单位。元)

～～ 年 呼
Ⅸ

商品 、、

单位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名称 ＼

大 米 斤 8．OO 12．00 14．00 35．OO

谷 粳 米 }， 7．00 10．00 13．00 34。00

高 粮 米 吁 2．50 3．00 3．00 8．OO

小 米 I' 3．00 4．00 4．60 9．60

类 苞 米 ∥ 2．00 2．60 2．70 7．00

大 豆 ，， 4．20 4．00 3．20 5．00

白 菜 ，， 50 80 1。00 T．50

大 葱 ” 2．00 3．50 1．00 1．OO

蔬
韭 菜 ，， 20．00 18．00 15．00 10．00

菜 地 豆 ” 4．00 5．00 5．OO 4．50

萝 卜 ∥ 3．00 3．00

类
辣 椒 蚪 20．00 15．00 15．00

大 蒜 ∥ 20．00 20．00 15．OO 12．00

自
杂 鱼 " 15．00 20。00 30．OO 50．00

。——

猪 肉 " 20．OO 25．00 28．OO 30。00

肉

牛 肉 H 20．OO 25．00 30．00 35．00

类
羊 肉 tl

白 面 ，， 20．OO 25。00 25．OO 30．00

苞 米 面 ，， 15．OO 15．00 18．00 18．00

食
豆 腐 块 30 50 50 50

士卜 斤 2．50 3．00 5。00 5．00
球

Ⅱ口

白 糖 秘 200．00 200．00 220．00 250．00

干 豆 腐 Ⅳ 10．OO 12．00 12．00 12．00

类
鸡 蛋 个 2．00 2．50 3．OO 4．00

豆 油 斤 20．OO 20．00 18．00 20．OO

6



续表

～、、、年度
商品 ＼ 单位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名称＼

大 米 斤 42．00 45．OO 40．00 ‘43．00

谷 粳 米 ” 40．00 43．00 38．OO 40．00

高 粮 米 n 7．00 5．30 7．50 8．40

小 米 ¨ 9．70 7．80 9．60 10．40

类 苞 米 " 7．50 5．50 5．60 6．40

大 豆 幢 4．00 4．OO 5．20 5．90

白 菜 " 1．50

大 葱 " 1．00 1．00 1．20 1．50

蔬
韭 菜 H 3．00 1．00 1．00 3．00

蔬
地 豆 ¨ 5．00 7．OO 8．00 8．00

菜
萝 卜 t● 10．00

类
辣 椒 " 15。00 10．00 12．00

大 蒜 ，， 11．00 12．00 13．00 15．00

杂 鱼 ” 50．00 75．00 ·75．00 50．00

鱼
猪 肉 " 35．00 40．00 45．OO 60．00

肉
牛 肉 tl 40．00 45．00 50．00 60．00

类
羊 肉 ，， 50．00 55．00 60．00 65．00

白 面 厅 30．00 40．00 40．00 45．00

苞 米 面 ，， 18．00 20．00 20．00 22．00

食
豆 腐 块 50 1．00 1．OO 1．50

盐 斤 8．00 10．00 12．00 15．00

品
白 糖 ，， 260．00 300．00 350．00 400．00

干 豆 腐 " 12．00 15．00 15．00 18．OO

类
鸡 蛋 个 5．00 6．00 6．50 8．00

豆 油 斤 25．00 30．00 35．OO 40．00



各种物价调查表

民国三十六年度②

单位t (元)

＼、、?年离
￡R

商品 、＼ 单位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名称＼

调 猪 油 斤 20．OO 25．00 25．00 30．00

酱 油 ，， 2．00 3．00 4．00 4．50

味 大 酱 ” 2．00 2．00 3．00 4．00

面 碱 H
7

4．00 5．00 5．00 6．oo

类 醋 驺 1．00 2．00 2．00 2．00

嗜
烧 酒 " 25．OO 25．00 30．oo 30．00

好
烟 卷 盒10只 10．00 10．00 15．00 15．00

品

茶 叶 两 30．00 30．00 30．00 40．00

类

棉 花 斤 25．oo 25．00 30．00 30．00

洋 线 ” 210．00 210．oo 215．00 215．oo

农 花 棋 布 尺 60．00 70。00 80．00 85．00

料 士 林 布 " 70．00 70．oo 80．oo 85．00

及 花 洋 布 嚏 50．OO 60．00 70．00 75．00

鞋 皮 鞋· 双 500．00 550．oo 600．00 650．00

类 礼服呢鞋 H 250．00 300．oo 350．00 400．00

胶 皮 鞋 任 150．00 150．oo 200．00 250．00

布 鞋 悖 200．OO 200．oo 250．00 220．00

洋 油 斤 25．00 30．00 35．00 40．00

料
劈 材 百斤 200．OO 200．00 260．00 280．OO

燃 秫 秸 百捆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洋 火 厶 40．00 45．00 50．00 55．OOrn

类
粉 条 子 斤 20．00 20．00 25．00 25．00



各种物价调查表

民国三十六年度②

单位。(元)

＼、 年 眸
’、￡R

商品
单位 6 明 7 月 8 月 9 月

名称＼

调 猪 油 斤 35．00 40．00 45．00 50．OO

酱 油 H 6．00 5．50 6．OO 7．00

味 大 酱 ll 、4．50 5．50 6．OO 12．00

面 碱 H 6．00 8．OO 10．00 15．00

类 醋 l| 2．50 2．50 2．60 3．00

嗜
烧 酒 H L35．OO 45．OO 50．00 55．OO

好
烟 卷 盒10只 20．00 20．00 25．00 30．00

口
日Ⅱ

茶 叶 阿 50．00 55．OO 65．00 70．00

类

棉 花 斤 35．00 45．00 50．OO 95．00

洋 线 |f 220．00 228．OO 350．00 550．OO

农 花 棋 布 尺 90．00 100．00 120．00 120．00

料 士 林 布 ，， 100．OO 110．OO 120．OO 130．OO

及 花 洋 布 l| 80．00 90．OO 100．00 110．00

鞋 皮 鞋 双 700．00 800．OO 900．OO 1．400．OO’

类 礼服呢鞋 H 450．00 450．OO 500．OO 600．0△“

胶 皮 鞋 lf 300．00 300．00 350．00 400．00

布 鞋 H 300．OO 350．OO 350．00 400．OO

燃 洋 油 斤 45．00 55．OO 70．00 80．00

劈 材 百斤 300．00 350．00 400．OO 450．00

科 秫 秸 百捆 400．00 400．00 450．OO． 500．00

洋 火 厶
60．OO 65．OO 75．OO 85．吣

t’：、；÷’

类 粉 条 子 斤 25．OO 20．OO
’

20．00 25．00

本表②抄自中共台安县委卷宗《敌伪政治档案轻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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