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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涿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局长：王永校

《涿鹿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一部反映涿鹿县百年来，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资料性著述。它的

成书是涿鹿县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一项重要成果，值得庆贺．我在此

表示热烈的祝贺!

该书是县局编写人员和县地方志办公室几位专家学者鼎力合

作下，经过艰苦努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无论是编目还是初稿，都

经过了反复的研究、探讨，几易其稿。

《涿鹿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体例编纂

的一部志鉴合一的社会主义专业志。

涿鹿县历史悠久。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

鹿之野。“而邑于涿鹿之阿”。境内土地肥沃，物产较为丰饶，以产

粮果著称。桑干河由西向东横穿全境，素有。千里桑干唯富涿鹿”

之说。在涿鹿这块土地上进行的黄蚩之战，开拓了华夏的新时期，

推动了历史的新发展。历史上有多少文臣武将，才子英贤曾挥笔

写诗或洒墨成章表达对涿鹿的歌颂、向往和热爱。举世闻名的爱

国主义者文天样在就义前挥笔写道：“我瞻涿鹿郡，古来战蚩尤。

黄帝立此极，玉帛朝诸侯。历历关河雁，随风鸣寒秋。迩来三千

年，王气行幽州”。如今涿鹿大地一片生机，改革、开放正像春风一

样，温暖着华夏子孙的心田。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华夏子孙把故

乡建设得富绕美丽，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这次，新编《涿鹿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在编写过程中，坚持和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立



健康耋景霎翟勰行政管理志》的问世，能得到全县工商我们希望《涿鹿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的Iq世，月E1哥到芏嚣上间

战线≠吴干部职工的关心，特别是有关专家学者及兄弟县同行的
指正，使涿鹿县工商局续修志书的工作不断改进。

1998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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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指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史实的记述，以

《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在政治上和中共

中央保持一致。

二、本志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立足当代，突出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管理工作现状。按照事以类存，横排

竖写的方法，分三级标题：编、章、节，以文记述为主，辅以图表。

三、本志上限因事而异。下限一般止于1998年。主线之外的

有关内容另立附录编。大事记采用编年，记事本未等手法编写。

四、本志对政治概念，按中央有关规定表达。如“文化大革命”

加引号，不简称“文革”。严格遵循志书使用第三人称的原则，用具

体名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写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五、使用数字的原则是：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均应使用

阿拉伯数字。用皇帝年号纪年使用汉字，如清宣统三年(1911

年)。民国以后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六、政区、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记人称直书其名，必要时

在姓名前后加职务，一律不称某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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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清时期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矾山设有米粮集，集期为农历四、

九日。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保安州城(今县城)一年一度农历四

月十八日泰山庙会和五月七日城隍庙会。

保安(涿鹿)奉文设引，计引1220道，商人高耿在州开设盐店，

每岁以引缺销专责，地方官疏销，官民受害。

清雍正八年(1730年)设引数百，到京、津运茶，每引配茶一百

斤，运至洲县报卖，于当地依引纳税。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州城每月三、八大集，这时县城划分

为5个市场。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清政府设商务部，同年九月

将商务部和公务部合并改名为工商部，专司工商界事宜。

清宣统三年(1911年)县成立商会。由商界举总董，副董各1

人。 ．

民国时期

民国2年(1913年)

2月8日 北洋政府令，废州府，改称县。废保安州改为保安

县，建知事公署，内分三科，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归第二科办理。

民国3年(1914年) ．

7月 政府公布《商业注册规则》和《商人通例>，规定公册未

经官厅注册不得开业。

民国4年(1915年)



根据农商部“商会法”的规定，成立县商会。商会有正、副会长

各1人，由商界人士投票选举，任期二年。

民国5年(1916年)

改保安县为涿鹿县。 ．

民国6年(1917年)

立劝业所，后改为实业局、建设局。同年县公署合并为一科。

民国9年(1920年)

． 涿鹿县改属察哈尔省。

民国15年(1926年)

依照工会条例成立了涿鹿县工会。以后，工商工会分别成立，

一般手工业艺人参加工会，工商业老板以商号名义参加商会：商

会内部设文书股、调解股、总务股。

涿鹿县公署巡警局订立。理发业规章”规定，理发店之陈设务

求朴素沽整，用具应须洁净，严禁传染病或皮肤病者参加理发业，

理发价目应列表悬挂明显易见之处⋯⋯

民国16年(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设工商部。

民国17年(1928年)

涿鹿县复属直隶省，同年6月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11月5

日，省政府公布了<河北省各县建设局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建设局

秉承县长意图办理全县农、工、商、矿各业发展及承转注册事项。

民国18年(1929年)

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烟酒公卖稽查规则”并制订“烟酒公卖

罚金规则”规定，凡烟酒商人违背烟酒公卖条例规定而制贩或行销

者，除将货物没收外，并按照货价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再

犯者原罚金额加倍处罚⋯⋯
’

民国19年(1930年)

南京国民政府改工商部为实业部。

涿鹿县又改属察哈尔省。县建设科主管工商企业登记，由县

·2·



商会、同业公会协助政府办理商人开、歇业及变更登记事宜。

民国24年(1935年)县设三科，第二科设科长一人，科员1

人，书记2人。

民国24年(1935年)，涿鹿县共有商人团体8处，即：粮业公

会、面业公会、斗业公会、布业公会、酒业公会、药业公会、杂货业公

会、纸业公会等。

．民国25年(1936年)，全县已有6个集市，即：辛庄、相广、石

门、温泉屯、矾山和县城。

民国26年(1937年)

“卢沟桥事变”以后，8月25日，日军由新保安越过洋河，占领

了涿鹿县城。

民国27年(1938年)

3月 晋察冀边区中共组织派工作队在涿鹿县谢家堡村召开

． 群众大会，张贴布告，宣布建立宣涿怀联合抗日民主政府(1938年

3月一1940年12月)。
。

民国28年(1939年)

晋察冀边委会决定：所属各县普遍设立贸易机构。贸易局旨

在杜绝汉奸活动，调剂商货运销，其组织隶属于县政府实业科(负

责商业管理)领导。

民国29年(1940年)

财政部盐务管理局为整顿盐政，取缔囤积居奇，规定食盐实行

统购统销，每人每月限购盐一市斤。
’ 民国32年(1943年)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烟类实行专卖，烟酒销售商应经专卖局核

准登记给予凭证，并应按照财政部公布之价格销售不得增加，专卖

局对于销售商之营业状况及其存货帐册单据得随时实行必要之检

。 查。

民国33年(1944年)

5月 成立怀涿联合抗日民主政府(1944年5月一1945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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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政府工作机构中第二科(包括财政、粮食、实业)，负责工商行

政管理。 ．

’

民国34年(1945年)

2月24 El 晋察冀边委会决定；从边区到县一律重建各级贸

易管理局。

9月 涿鹿县民主政府设贸易局。

本年成立工商业联合会。

民国36年(1947年)

2月11日 晋察冀边区察哈尔省政府颁布《机关商店管理办

法》。

’本年察哈尔警厅制定“旅栈管理规则”规定：旅栈必须设置

旅客登记薄⋯⋯门首务须悬挂招牌及明灯，以作标认，男女应分别

设厕所⋯⋯旅店内绝对禁止招留妓女，旅客离栈而有遗留物者，应

缴警察局。不得私行吞没。

民国37年(1948年)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设工商部，专、县设工商科。

12月6日 涿鹿县第二次全境解放。

12月18日 县城集市已有323户商家开始营业。粮市恢

复，上市小米达120余石。 ．

国民政府经济部制订“全国花布管理办法”，规定对全国花纱

布实行统购统销，代纺代织⋯⋯

经济部及中央物资主管机关制定“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

品囤积奇居办法”。 ·

民国38年(1949年)

1月 县城“军民食堂”开业。此食堂为过往军政人员就餐提

供了方便。

3月 召开涿鹿县城关镇工商界代表会，选举委员7人，成立

涿鹿县城镇工商联合会。

4月 涿鹿县第一个国营企业涿鹿恒泉酒厂建立。该厂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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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工人，单一生产大曲白酒，年产量100吨。

5月13日 县政府发出《关于加强粮食管理与辑私的通知>，

同时，县政府还成立了稂食贸易公司，基本上稳定了市场商品粮价

格。

5月23日至6月6 la 县城举办庙会(即物资交流会。为召

集各路商民，仍沿用此称)。

8月3日 鉴于金银黑市流通，引起物价波动的问题，县政府

发出《严禁金银黑市令》。命令对各银炉严加管理，并劝其转业，强

调对倒卖金银的贩子要严加惩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lO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20日 县成立中国百货公司察哈尔省涿鹿县推销处。

本年县供销社发展到3个分社，10个村社，社员17227人．

共折合小米104230市斤的股金。

本年工业单位533个其中全民1个，个体532个，工业总产

值60．1万元，其中全民9．7万元，个体50．4万元。

1950年1月 涿鹿县人民政府建立工商局，主管商业、供销

和手工业等项工作。

5月23日 涿鹿县第一次物资交流会在南关阁东大街举行。

会上，在葛家场戏台演戏，并结合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政策。

9月18日 县委召开市场调查会议。调查结果表明：全县每

日上市粮食700石以上；水果成交8万市斤左右，杏仁8万市斤。

1951年1月17日 根据中央镇反指示精神，经县委研究决

定查封了以经商为名，行反革命之实的违法商号“精一书社”、“双

公道”和。玉顺成”。

12月22日至24日 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召开第一届第一

次社员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社章，正式宣告县联社成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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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了理事会、监事会主任和委员。

本年上瞳、板铺、千树底等村成立联村供销合作社。

1952年1月 涿鹿县工商局改称为涿鹿县工商科。

2月6日 县委召开有l万多人参加的开展“五反”动员大会

(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

窃国家经济情报)。会上，动员工商界打破思想顾虑，对违法商人

进行揭发。同日，召开“五反”宽严斗争大会，对“万顺成”、“天顺茶

庄”经理等坦白交待好的宣布从轻处理，对五家表现不好的奸商逮

捕法办。

11月1日 涿鹿县组织的贸易代表团参加了华北区、省、专

的物资交流会议，成交额23亿元(旧币)。

11月15日 涿鹿县划归河北省。

1953年2月 涿鹿县公粮库与涿鹿县粮食支公司合并成立，

“涿鹿县粮食管理局”。

3月16日 组成“涿鹿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根据政

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精神，组织各行业召开动员

大会，选出会员134名，4月13日。涿鹿县工商业第一届第一次代

表大会隆重开幕。

6月9日至15日 涿鹿县举办物资交流大会，成交额共达

406544万元(旧币)。

12月10日 涿鹿县贯彻中央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

的决议实施方案，从1954年1月1日开始执行粮食供应制度。

本年全县私营工商户由民国36年(1947年)336户，增加到

1315户，资金总额也由10亿多万元(旧币)，增加到61．3亿元(旧

币)。

1954年1月 县建立食品经营处(食品公司前身)。

成立铁业社，58年5月1日核社转建为“五一”机械修配厂。

3月11日 县工商联合会召开社员代表会，到会代表129

人。会议传达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和省工商业联合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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