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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郑州布二古区工商分局，是二七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负竞

.锚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佑.二七区位于郑州市中心，是商业区.稽

区内有郑州火车站、郑州长途浅车站‘二七广场‘二七路，德化街

和老坟两集贸市场等繁华地区，这些地区都有得天僻的地理位置.

解放后，随着却是市规模的扩大，工商企业的运勃发展西工商行政管

理任务西益加重.三十多年来二七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促

进城市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为总结已往，服务当他

有益未池特编写《郑州市二七区工商行政管理史志)) • 

.t志资科的收集a 在本单位的资料基础上，儿经查阅了市档案

饱区档案局有关大量的材，视走访了郑州市王商联和退休老教师

却功地，本志编写共专」掌‘三宁二节， ，万帽子多字，位集团片

银航

本志主要记述解放后二七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执行党和政府

的方针矗政策和工?商法规的历程.特别是市政府，市工商局以及其

官部门在在个时期的有关JE商行政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开展的

各项活动.还记载7..事放前的工商行政管理的发展历奥状况，冉容.

徐记述了解放前工业.商业发展的历程.主要内容是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担负的八项工停默贵.即: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企业登

记管理，个体经济赞惑经济合同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理等内

容，

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宁-届三中金会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发生了大栩栩」在保护合法经营，打击经济违法犯学活施为经



济建设服务，为人民生活月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在

执行政策的同时，对管与此严以克的掌握上难度较九不是一管

就死，就A是一活就乱.在'以阶级斗争为绍的，相当长闲时期内，

作为元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兴施各项行政管理

方面-难兔有些失误.特别是在打击投机倒也工作方也曾出现过

打击面宽，伤害了一些群众.对此，通过正常的来信来访.有的当

即得到 7纠正，有不少是在三中全会后得到了纠正乎反. • 

我们在编志时，坚持志书要忘述而不议.功过是非本志不加

评论，因为时期不用.正商行政管理政策各舟，不应 i孔令量苛s 也

不直接总结经验教训，而是体倒采用分类编字体，按照工商行政管

理工稚的性质顺序记述.

由于二1;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l曾儿次并抑'1- 特别是十年动乱，

资科式量教九虽经多方妓集，难免仍有遗精之处和不准确的地方，

限于时间和资料的不完整，有些资科难以考证，只好一并列入，留

待以后填补修订，在此我们特向协助单位和领导及同志们表示衷心

的感谢.-

本志编者才学薄浅，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不妥和缺点错误在

所难兔敬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丘，

1 sþ 8 -7 年 1 fI'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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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二七区工商行}政管理史略

第一节概述
, 

罕商行政管理雀我固有着悠久的/Ji义.宝是国家运用行政于预

二号孩誓，翠社会经济活动的职能部门，自从有7国家政协商品经济

就产生:1.

鸦片战争后， 清朝于.1903 年成立了商务部~. 1905 年成立农

工商部 a 1901 年在农工商部内设商标注册局，在此时期在;也相继

成立;r离务屑. .Z商管理与税务机关是紧密结舍的，到了淆末工商

衍歇管理才由~萤征税转向保护合法fi营，取挣非法活动，振兴经

济崎职能，只国元牟( 1912 年〉啡失成事了工商部. 1 ?l' 年北

洋军阀政府巢军南部为农阎部，部内设若于所等机构.~~Z~ 年南

京国民玩府设立工商部，肉设工业，劳动商业三司. 1929 年国民

党统治.的河南省府成立涧南省王商?厅.. 1938年工商部改组为经济

部.在这-阶段经历了军阀混战和国民先统治时期 J 1930 年，兵

祸横行'. 田园来芫，民不明生，擎个社会经济窍金额牙膏之产.1 93~ 

年抗战瀑发后，雀昔冀骨子放立边区3工商管理局.这是我国建立工

荫管翠房之始. 1945 年师本放降后，我国颁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三大经济纲领. 19.9 年，党的中届二申金会提出了对私营工商

业实行和ùJfJ .限制，改造的政策.当.喻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就是根

据这旦纳领和耿策划亏的.

1~4 .9 年 1 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 年 5 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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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工商厅，郑州市是立了工商管理局.在反对市

场找机，调整工商业，"三反"、 "五反"，统购统销，支菠抗美

放割，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俨路手工业，小两版的社会主义改

造经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圭文改造

奉本完成.实行校行业归口管理的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

袄综A、，工商行政管程机构被缸销或合并.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旦主立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1979 

年 6 月议复河南省工商局. 1978 年议复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七区工商行政管局也于同年l恢复.

黯区于 1918 (19 年〉相绽开放了五里堡，操场衍，刘楼三

个市场海 79 年开放了老坟岗，如大两个市场，支持了商品生产发

辰，销活了商品流通，保证了正当经营，协调了经济关系，维护了

社会经济钩子.

飞
v、

第二节 工商行政管理情况

二七区约 23 万人口，有 146 条街.如大同路，二七路.解

放路，西大街.敦睦路、福寿街，一.二马路.铭功路等都是豆耍

的商业街.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舍区工两业所剩

元儿，先导放后，在市区人民驭府的锅导下，二七区大力发展生产，

活跃就乡经济，保护卫当的工商业，促进了城乡的贸易住来，稳定

了市场物价，保证了各行业顺利发展.特别是在 1951 年和 1952

年的"三反."， 4'五反"运动中，严肃处理一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收

• 2 • 



采行员自.偷况;远fd‘盗将国家资财.扰乱社会主义市汤的经济i立法

活动. 1953 年后，我区配舍社会主义改造，由区工商科负责，对·

·全区进行了工商企业垒，加强市场管理 J 1956 年配合国家运本完

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后，区工商管理工作面

临着会同有关部门.协调各部门，咯地区，各单位的一些丝济关系，

管运找乡市场，活跃物资交流，打击伎机倒把.远行企业釜ië峨保

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活动，管理商标记用，办理商标注册.1960

年至 1963 年，三年经济困难时刻，集市页易的开放，支持了工农

业生产发展，活跃了市场经济 I 1965 年.工商队伍减少.人员纷

纷调出. 1966 年，"文革"开始，个体工商~户议边交出个体营

业证，弃商失业. 19 G 9~乡加强了二七区工商队伍，由屎挝人均
J钮，

加到 4:' 1 人.促进了工商~1乍."十年却也"中，渴淆了合法经营

每非经营的界限.使国民经济到了糊脂崩溃的边缘.工商行软管理

工作也遭到削弱，机构撤井，采贸市场陷于瘫娱状态，集市贸易也

被当作"译本主义尾巴"取消关闵. 1 坠..年先后恢复了市区工商

局，同时.报消了"打击放机刽把办公萃".工商队伍逐渐扩大，

由 4 7 人梅克1刻 183人.在区的儿个市场·五里笠.郊大.刘锋

〈现幸福路〉操场街桶继云f放，后又开放了老坎岗市场.

兑的十…届三中金会以来，国家买行了以计划经济放主.市均

调节‘为辅的万销和对扑开放，对内 11寄:孟经济的政策.以国营经济放

主导，反辰多种纭济形式，多种经营万戎马多种流通的经济体制，

二七区的经济室前繁荣，活跃，工商行政管程工作已卓几成款，到

1984 年我区议复和发展集市和小商品市场 9个，集市到易成交易j

.3. 



168 万元.显示了统乡集市贸易在国民经济生话中的地位和你扇，

由于党的经济放宽政浆，集贸市场更加活跃，相对经装运暴蠢咎亦

减少.自党中央把工作着豆点转移到经济廷设方面以来，我区工商

机构划T了必要的调整和增坟，于 198. 年新增合阁成，个体J!t..

广告商标肢，开展了具体的合同，商标广告等业务，健全了工商机

构，更加锐利在项工作的开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路线始指IJ下，为适应商品生产和交换

的需要.区工商管理局对全区企业单位进行了登记与管理工作，严

肃处理弄应作1~ 坑辙消费者的违法系件，切实保护了广大群众的

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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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

第一节 开始修筑商埠区

1. 190~ 年〈光绪三十一年必郑州市火车站附近，开始

修筑商埠区，

2.. 建筑市场之提议

1912 年在西大街，火车站附近，钱搪里一带为粮食疏莱及日

用品市场集散处，每日自展至午商贩襄集.买卖之人异常拥挤，兹

宿商人提议a 仍仿市场之制，于该外新建之厂屋，以友达市政，使

易商元，地方人士赞成者甚多.予计此项经费为数颜巨.雷通益

筹戈，~ .冀望早日集市，至建筑此项市场之地.

3 .. 郑州商场落成消息

1912 年 1 O~商场足点，在火车站西北饮马地后，开始是筑

以来，视接粗备，占地数十亩，两场内分迥环通路两傍铺屋言比.

目下已成十之六七各铺户已多半迁入，开始营业.最多者为旅馆，

其它营业如酒馆，洋货号亦不少.近日商场工程，赶造在十一月

先工• 

. 4. 郑州开辟商埠之进行

郑州开辟商埠酝踉将近十年，规划马路，绘制详图e 积极进行

商学if必公着，已于土月成立，张姑本埠备要口.以供各累人共同

况也

.5. 



5. 商埠筹备之困难

民国七年夏驻美ß陆军第八混成旅长徐仪延既县知哥哥王熬峰见车

站商务渐有起色.国借绅士规度地势，呈请土究，开辟郑州、!两埠.

按照呈请厉指商埠区域〈东至县西就百至京汉路线南至号2.丰纱厂，

北至白庙二里粉~. ) .从事训主绘图具报咨备案.只因经费元着，

科种筹备难以进行，因循之民国十一年夏四月郑战起，而该处遂空

具一副头 .十三年政府特派孙丹林~郑州商埠督办.迄未就职，

仅以豆豆尤字为筹备主任.在铭功园开成立会，所提议案甚多，十四

年学可亭继为督办，十五年三月君之鑫又继之.十六年改任韩儿楼.

又改征王海门.自王正涎接任复 郑州，市歇筹备处，南南埠区域

益加扩大，东至县城全部，恰如蔚时局平定丸率水陆运输，
不亚于汉口，而地处全国中心，其饨点当不仅商业土战胜利已也，

第二节商埠现已是街

商埠 z

马路大道路街〈现大向路}

马战士院各街 有 2

活平呈 (1日:g宏农JE.入西 )11钩，又侮且桐荫旦.升平墨、

乔家门街.又成旦，宋福L 金湖里『土元街‘东兴呈街.三德

里.fg封呈.文寿呈.敦瞌东呈、荣华墨、运生呈.花地岗.敦睦

呈巷、左润豆，王氏呈.同济呈.三益街.余反民半~东思.墩

芳里，王公坟钩.半百里唱音誓旦.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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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北名衡有 z

你寿呈.森荫旦、汉川街、了字街、土西淮旦.下面淮主.天

中里，你也钩:.34即1j. 二豆子街.平安L 天衍.福寿钩.二多豆、

宗昌骂、凡吗往t. 副 j3日旦.每千二L4. 兴隆街.正兴4二]. )1民河衍.

第二非行14布局

一-郑州市商业的反反:.到了 1920 年各地区的大街小怒，运

本土收成一片，形成一泽民- 业执市的雏形.

自然形成以下JL个仔业区 z

1. 绽放‘转运业主运中于兴隆如口.二马路的防段-

Z. 棉布市场.花行、银行仓库集中于兴隆街.饮马也福寿

街.

3. 大阳峪.低他街南战三吉夫15 ~N'I市商业中心，布匹.绸缎商店

.trt货.银行.大旅馆、饭J富太多集中于儿

4. 就极业身是中区7IJ大同路回头，车站附近万顺街、宝昌里等

拉.

~.铺路、敦睦战车站及)I~ÜPI街一带中心饭馆星罗棋布，

lltf卡土产杀货店，家庭刷品商店法戏阮也不少.

6. 当时的菜市.就在现在的采市街.犁绊街、市场土各类垂兰

花飞毛菜和海味各色俱全.

1. 雨下街、西关大街及西稍门〈即西关街百口〉一错，多为

汹行，粮行、山或钦货、石灰行‘陈刀行集中在阁下街等南稍门

, 1 • 



处

8. 游艺杂耍.2美中街杨树坟(即从现在的东方红影院住东一

带〉到文化旦.经善结街到苑陵街.再苑陵街西口沿福寿街于向北

回到东方红剧院兰;一长方形地带).

第四节市场的形成
F 

一. 1920 年以后，区域扩大，到 1923 年郑县人口增至

95482 人，但市中心的街道.如大同路、德化街.福寿街.钱塘

路等与农村土路相比，没有什么两样，街道中心行驶铁轮马车.旁

边是原有的流水沟，一遇雨水路土行人多有不锐，到 1927 年西北

军将郑州执墙拆除，用英何修及各主要街道及这下水道工程-并对

呈各个商业区进行了平整.并开辟了天成路由管城区;再通大康成同

时为了整顿市容，将杨树坟一静的游艺杂妥场所与绞女院一律才学到

老坟岚.分刻集中在百一街，西二街与新春南北里，三兴里.玉兴

呈瑞祥巷又发展到富吞北里一带为一.二.二等妓女院.惠芳呈.

北胡同〈现在〉恶芳里即现在自未水厂解放路营业部的水塔所站.

当时的惠芳呈是南北胡同.目逼迫河街、北通益民街.这时的市场

面貌焕然一新.

二.老坟岗两业区的形成

1921 年以后，由于游艺场所a 茨女院集中在这里，西一街、

西二呈街为曲艺.西一街尉头路百有一个文明茶社是有二十多人的

曲艺说唱组所占，国一街中间路西有一个大坑剧院后改名管放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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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区域的确如捕，采大-JJiL.变戏法、拉洋片.抽签算命的，

摇大执于保赌博的.还有淤民地据说唱的、 1945 年日本投降

后，游艺市场向西发展.当时郑州市内划分为大同钱德1t镇、我

区属德化镇，老坟岗原是国民义地.也称乱岗坟，高低不平，层层

是尸骨. 1945 年以后市场由百一街向老坟岗内抱发展，西二铺位

洒在老坟岗东部搭起-条条街道式的藏硝~.老坟岗起4329" 国民市

场·"，东都是实日用百货.布匹的商反推.西都是曲艺说唱，拉洋

片，变戏法玩杂耍的，其中一部分是买小吃的，老坟岗东口足一座

"国民舞台"是个大席棚，北部及一应金基舞台". 1952 年后义

同老坟间中间及辰，又泣起七庄大股份.墨边安排说唱，有评带.

坠手告等出乞. 1 '9 59 年国家文也部们在比又足足一所砖水结构的

曲艺厅，热闹非常，在全国也有名雄. 1956 年以后老坟岗的举地

黯续泣起了一座座的砖瓦房从此菜地益满了房屋. 1950 年将老坟

前的"国民市场"改各为延民市场. 1984 年又吕立各为老坟岗农贸

布主动.

三.商业情况a

i.J反实业.

1936 年贩卖的情况如下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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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j~ 户 放 资本欲〈元〉 职工人数 附注

总 计 570 775-443 2-616 

二it面铺业 31 176-560 32 

|牛羊肉业 12 

猪肉业 80 1-600 200 

酱菜业 21 10.200 300 

饭馆业 19 3000 420 

茶叶业 5 36. 414 

纱布业 52 250.000 540 

估衣业 120 8. 424 

麻袋业 3 11. 232 

电科业 5 

铺板地 10 
• 

!中药业 18 42. 000 .210 

医院业 19 2 O. 000 50 

约才戈业 8 30.800 100 

国书业 12 4 2-- 1 Z 0 12 

时货业 12 4 Z. 120 7% 

|杂货业 30 5 5. 000 380 

-一织烟业 21 10. 685 112 
-

颜科业 30 4 O. 560 90 
4 

巴兰血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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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止述行业简要说明

(IJ 时货业. 1934 年以前，这些行业大部设在大同路、德化

保整日锣鼓喧天.叫喊着大减价，多半亏损，到 1936 年商店剑

闭的目有所闰.尚能继续开业者.如中国国货公司.大隆，华信昌

等家，勉强挣扎.在 1936 年以前有不少时货店~关门，新开设

的店铺有庆丰厚，仪信号等.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时货业已陆续

开业，生意尚好.

(2) 纱布业平有 5 Z户.这些户，大部分设在布场街，钱塘路，

西大街.行业资本元额为 250 4) 00 元，店员 540 人.

(3) 酱菜糕点业.基本土和 20年相同.鸿兴源在南乔门又增

加一个分号. .JltP~披市场土增添了不少酱菜园，利兴面包房现已发

展成放郑州经营面包食品的一家店.经营商式糕点的还有乔家门的

.JJ、小面包房，颇具特包. Jlrj~还有公记.义和等家.

(4) 饭馆业. '1941 年日军进入郑州，仅一月二手三天弄得十军

先空.饭馆业生意萧条国有的大商业迁住重儿西安等地a 到 1945

年古月 1 5 日日本投降以后.以名菜馆豫顺楼.小有天为首的各家

饭店到了"黄金时代"开封的又一帮.又一新.美事厅等三大名店也

于此同时迁药、

还有各地风味食品，如专营商式的有南味香.以雨式包子著称，

具有北方儿味的北味芳的 酱莱.天津自未灵的包子，都名具特色，

以馄饨蒸饺著称的有张老歪.蔡记两家-

ø:J-餐馆有鑫开.远禾惠尔康.回族饭店比较出名的有 2 德胜

像西兰轩以给三代若称，当时这些饭店大部分是在二七，区所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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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历来卖小吃的成堆，顺捣街-带专卖粗饭，使劳动人民吃

用.每顿化钱很少，一个高粮面侠.一钝小米粥，一碟小菜.}l 外

从大同路口到火车站果口出口处，卖小吃的一家挨一家经常拦路迎

客，钱塘路南段每日早土有 2 0 余家卖豆腐脑，豆浆油条，伊反居

民群众的欢迎.

(5) 中药铺.中药铺没有应堂医生的约有八家，其中以大生堂

天芝堂较有名，北京达仨堂在郑设有分号，所经营的药物价格盈贵.

但质量信得过，颇受群众欢迎.专门经营参.茸的有两家，大同路

备一家.

(6)图书业.拟出售书籍为主，计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世界书局，大中书局等儿家.出售纸笔墨为主的有 z 文茂泳、印刷

兼营纸张的有谊文斋.专营印刷的有龙章等家.

的杂货业.一般经营土特产及山铁粗瓷的行业，可分两大类z

-是代客买卖并设有仓库的称为商行.二是自运批发不迸行男售的

称为杂货茬，一放进行零售的称为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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