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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业千秋秀、宏图万代春、一个盛世修志的局面随着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而出现，《泰宁工商行政管理志》就在这个新形势下编

纂出来的。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志书编纂以“详今略古、立足

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为原则。

结构上记述了泰宁近百年来，集市的分布和演变，工商行政和

机构沿革，以及1950年解放后到1985年底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和各

项具体管理工作等。文体体裁为语体文、记述体，但也不排除一般

浅显通俗的文言文。本志以横排竖写、以横为主，按类分幸，纵叙

吏事，展现事业发展为前提，更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提供准确数据

和资料，于章节内叙述未能达到透彻时，附以表格阐明。

本志编写工作是从1985年3月开始，到12月底基本完成了初稿，

历时十阅月．查阅了档案208卷，及有关工商管理的刊物和书籍60余

册，抄录资料卡片1200余张，函索资料12件，共计20余万字，编纂

成书八万字，除概述、大事记外，按类分为十章三十节。

《泰宁工商行政管理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志办和省工商

局的指导，和县编纂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以及县志办档案馆的大力

支持，并与兄弟部门的编志组互相配合。特别是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刘大鹏同志为本志写了《序》，谨此向他们致以



诚挚的谢意!

我们编纂这一专业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加之

文化水平有限，历史资料不全，对内容安排及文字上的叙述，难免

出现遗漏和谬误，有待关心本志的行家不吝指正!

泰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编写组

1 9 8 7年6月3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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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祝贺《泰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的出版问世。

工商行政管理是商品生产的伴生物，并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

展，在我国工商行政管理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然而由于种种原

因，我们迄今尚未有一部资料翔实、史论得当的工商行政管理史，

来为我们借鉴历史、指导现实服务。欣喜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大家在各级政府领导下，正努力

填补这项空白。泰宁县工商部门的同志先出成果，编纂出版了第一

部比较全面的介绍一个县工商行政管理史的地方志，为填补我省县

级工商行政管理志的空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实是可喜可贺!

《泰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在编纂中，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广泛收集、整理、甄别、核实众多的史料，

并注意资料的广泛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力求寓史论于史实之中，

由于编写人员严谨的态度和认真地工作，使这部书基本做到思想

性、资料性、科学性三者统一，达到了资政、辅教、存史的目的。

当然，作为尝试，这部书在内容、编排、以至撰写上，是否需要探

讨，使之臻于完善，留待编者和关心它的读者共同努力吧!

泰宁历史悠久，山川秀丽，人民勤劳勇敢，大地物产富庶。泰

宁的经济发展大有希望，泰宁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也大有希望。我

衷心祝愿泰宁工商管理部门的同志们，能为泰宁县的经济发展作出

更多贡献，为新时期作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创造新经验，写好未来

的工商管理志。

刘大鹏

1986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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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泰宁县位于福建省西北部，

岭山脉的东南侧。它北靠邵武，

西北一线之隔与江西黎川相连。

里。

闽赣交界线上的武夷山脉的支脉杉

东连将乐，南邻明溪，西接建宁，

全境东西宽43公里，南北长61公

位于闽西北部这一文化古城，从958年(南唐中兴元年)建县

后，至1985年已有1027年的历史。

1984年公社改称乡(镇)后，全县设九乡二镇，(置十三集

市)。按县统计局1985年统计，全县为20983)3，111154人。其中：

工商业(包括企业、个体在内)2370)白，占总户的11．29％，人口

14895人，占总人l=／的13．4％。内：国营、集体工商业(按1985年

工商企业登记数)64lZ．占工商总户27％。个体工商业(按1985年

个体户登记数)1729)白，占工商，2,2的73％o。国营、集体从业12629

人，占工商总人口的84．8％，个体从业2266人，占工商总人口的

15．2％。

泰宁山川毓秀，资源丰富，境内泰弋峨嵋群峦叠峰，溪水西

流，谷盆珠串。总面积：1526．7个平方公里。其中山地湖泊占99．89

cj刍。耕地面积有167509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

黄豆、油莱、花生、莲子，还有久享盛名的新桥笋干、朱口辣椒干、

小北斗的红菇(旧称朝廷贡品)茶叶、香菇、榇子、瓜果等。

森林茂盛，为闽西北林区县分之一。主要有杉、松、毛竹、格

氏栲、青岗栎、樟、楠．檫、榉、酸枣等，还有稀有的树种，钟萼

1



木、长叶榧、三尖杉、以及印度朝贡的罗汗柏。

矿藏饶蕴，有久享盛名并常年外销的上青瓷土、金溪的砂金、

揭源坊和南阳岗的滑石、梅林的云母、西南西北乡的长石、石英，

以及未开采的煤、铁等。

泰宁物产向以粮食、竹木、笋干、莲子、香菇五项为出口大宗

商品，森林工业尤占重要地位。

“汉唐古镇，两宋名城”。有悠久的历史，秀丽的山川，富饶

的资源和勤劳勇敢的人民，为泰宁工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据1941年(民国30年)《泰宁县志》记载：在清代末年民国

初期，就有料半纸和闽笋的制作厂，以及纸、笋和香菇的商行，滑

石公司、造船厂、火力电机碾米加工厂、自来水公司、官盐局、火

油专卖处等的设置，还创办了职业学校、信用社、以及杂粮、织布

和木材运销等合作社的组织。但因交通不便和人力物力的不足，尤

其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没有一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地

方工商事业得不到政府和银行贷款的支持，以致工商事业停滞不

前，未能发展。特别是解放前夕，四邻残匪掠夺、物价飞涨、苛税

猛增，泰宁工商事业已频临崩溃边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崭新的社会

主义社会的诞生，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1950年泰宁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商品生产和

商品交换的领导，确定由建设科主管，195'．年1月建立了工商科，从

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952年由于正确执行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营、劳

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全国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

了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相继开展了“三反”、 “五反”运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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