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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是指为了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国家通过其行

政管理机关， 对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及其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的管理和监

督·工商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 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 是经济监督机关。它的作用是贯彻和执行国家的现行经济政

策、法律和法令，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经营，促进经济发展。

我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具有很长的历史。 尽管在各个历史时期其称谓

不同． 但实质都是代表国家机关对商品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民国时

期，我县就设立了建设科兼管工商行政事宜·新中国成立以后， 社会主

义制度在我国得以确立，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商品经济更加繁荣

和活跃，我县的工商行政管理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时期。随

着改革的逐步深入， 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

县的工商行政管理适应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监督和管理商品

经济活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等各方面，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o

《云浮市工商行政管理志》， 是一·部记述云浮市工商行政管理的历

史和现状的专业志。编写工商行政管理志，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力求真实地反映各个

历史时期我市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使后人有史可稽。

编写工商行政管理志， 是一件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编写的同志勇

于承担重任， 以“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刀的原则，重点记述了建国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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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政管理工作，写出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 为我市写下

本工商志书·《云浮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的出版，为云浮市的两

建设作出贡献，对工商事业将起到不可估价的历史作用， 为后人 ．

历史的文化宝库。谨此为序：

梁 钊

一九九三年秋



例

一，本志卷首部分为：云浮市集市及各工商所分布图、照片，概

述．大事记。设章内容为兰机构沿革，反偷税漏税及打击投机倒把活
动，市场管理，企业登记，商标、广告管理，经济合同管理、个体工商

业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等共七章三十一节，还有杂记和编后记，共
8万多字·

‘

二，本志采用记述体，附以图表·在结构上横排纵述，设章，节，
目为分述· ，，

，

三，1 9 4 9年9月前为建国前·l 9 4 9年1 0月1日后称建国

后，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

．1

四，县二局以第一人称出现。即我县，‘我局，市场管理委员会、工

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所名称分别简称“市管会，，． “工商局骨，
“工商所一·

五、本志上溯不限，下限至l 9 9 2年，大事记可到1 9 9 3年·

六、年代按原称谓加注公元年号I各类数字以阿拉伯数字书写。

度，量、衡则统一使用米，分米、厘米，毫米、吨，i公斤、公里等公制

单位·， 。 ．

一

。

，、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指中共中央于1 9 7 8年1 1月召开
的一次全会· r

0



述．

云浮县原称东安县．始建于明万历五年(公元l 5 7 7年)，民国四年(公元l 9 l 5

年)改名云浮县。位于广东省西部，西江中游南岸，东邻高要县，西连罗定县和郁南县，南与

新兴县、阳春县接壤，北与德庆县隔江相望。1992年全县面积l 9 8 9．7平方公里．人口

6 0 8 4 9 4人．境内以丘陵山地为主。自然资源丰富，大理石，花岗岩、石灰石、硫、铁、

锡等储量丰富。建国前．工商业落后，大理石生产虽在清光绪年问开始，但手工操作，产量不

大。建国后，工商业逐步发展，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的政策促进了石山资源的开

发，在1 9．8 4年以后石料建材工业迅速发展，有国营，县，乡、镇、村、集体办，联户办，个

体办。1 9 9 2年有大小石料建材企业2 0 0 0多家，云浮成了广东省石料建材工业的集中产

地。·一业兴．百业旺’，随着石材工业的兴起，’石料专业市场的建立，其他工业。商业也迅

速发展和兴盛起来，已建立有采矿、机械、水泥、冶金、化学、电力、塑料、森工、食品、制

衣、制鞋等一系列的企业。国营商场、集体商行、个体商店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云浮的经济正

在腾飞，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也随之不断加强．硫铁矿储藏量丰富，居世界第一位。此外，还有

铁、钨．锡，．锌等有2 0多种主要金属矿藏．

云浮县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木薯、甘蔗、烟叶、花生、黄豆、黄(红)麻、茶叶、松香、

药材等，林业面积为1 3 8万亩，木材储量为l 8 0万立方米．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的一种经济行政管理职能，是随着矧：会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是通

过行政机关来实施其职能，所以历代都设有执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和官吏。

西周在司徒之下设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删、量、禁、令．唐朝在县设市署、市令、

佐吏，师等官吏．明代县廨署由户房执掌工商市肆之事，清代沿袭明制。民国时期。本县设建

设科兼管工商行政事宜。新中国成立后，建国初期，是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工

商部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利用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I打击私商投机违法活动．稳定了物

价，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维护了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限制集市贸易，保证

国家收购计划的完成，巩固了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 一一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范围曾大大缩

小，1 9 6 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又逐步充实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有所加强。1 9 6 2年至1 9 6 8年，在逐步开放集市贸易的同时．在社会

上大张旗鼓地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查处了一批倒卖生产生活资料和票证的投机倒把案件·

并根据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按照1 9 6 8年国务院颁发的‘工商企业登记试行办法'的规

定，对全县国营、公司合营和集体所有制的工商业，进行了清理整顿和全面登记．这对调整经

●



济巩固成果，制止工商企业白唁目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但这一时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
主要强调阶级斗争，在打击投机倒把活动过程中，政策偏严，打击面过宽，产生．了不良影响，．

集市贸易一度受到压抑。 ⋯

。I 9 6 6年至l 9 7 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

经济损失，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也大受影响。县工商局大多数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业务

工作难于开展。l 9 6 7年成立云浮县打击投机倒把办公拿，主要抓了打击投机倒把和市场管

理工作。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对维护经济秩序虽起过一定作用，但工作中存在宁。左’勿

右、‘宁严勿宽，管理过死，把集市赛易当作。资本主义滋生地。批判，把农民的家庭副业当作

资本主义倾向，．把个体工商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一些注册商标被带上。封、资、修’

帽子而停止使用，企业登记认为是管、卡，压，使企业开、歇、并、转失去控制，致使工商行

政管理职能作用大大削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本县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进

一步健全，干部队伍不断扩大，积极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不断肃清。左。的影响。

在工作指导思想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重于支持生产，促进流通，

协调关系，方便群众，维护国家计划和经济秩序，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为适应

。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方针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管理、个体经济管理、经济合同管

理、商标广告管理、经济检查、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贩私活动，各项工作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1 9 7 9年后，开放了集市贸易，集市成交额大幅度增长。l 9 9 2年全县集市成交额达

l 2 6 3 2．9 2万元，比l 9 8 7年2 5 6 0．5 3万元增长3 9 3．4％，是l 9 7 8年

7 5 0万元的1 7倍。集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有综合性的市场，而且有专业市场。城镇

市场已成为粤西地区较大的商品集散地，对发展山区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企业登记管理逐步

健全l按照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改变。封闭式”为。开放型’多层次的经营形式，支持各

类工商企业发展。除支持国营、集体企业发展外，还支持发展了一批横向联营企业，对外加工

企业，中外合资企业。通过整理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整顿各类公司，促进了工商企业的健康

发展，使个体工商业也迅速发展，到l 9 9 2年底发展到9 8 3 7户，是l 9 7 8年5 0 0户

将近2 0倍。对个体工商业户，坚持既要扶持，又要加强管理的原则，I 9 8 3年I 2月成立

了云浮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充分发挥个协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对发展

商品生产，促进商品流通，安排劳动就业，补充国营、供销商业的不足，起到积极作用。合

同、商标、广告管理有新的发展， I 9 8 4年1月设立经济合同管理股，逐步开展工商、农商

合同鉴证，监督检查合同的履行和纠纷案件的调查，仲裁工作，维护了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合

法权益．

对全县商标进行了清理和重新办理申请，恢复商标注册，根据I 9 8 2年2月国务院颁布

的《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对广告经营单位进行了登记管理，核发营业执照，使广告管理逐步

得到健全．，

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新形势下，一些违法分子乘。开放、搞活·之机，

大肆进行走私贩私和各种违法活动，l 9 6 3年至l 9 9 2年共查处各种经济案件3 5 8 5

宗，没收入库金额5 6万元，维护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回顾历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经验教训，将给予启示。新时期的工商工作要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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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方向．必须以建设-四化·为中心．决不能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J

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方针，大力支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I要坚持按客

事，从本县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J要增强法制

法，依法办事，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要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队

，社会在曲折中前进，展望未来，云浮将在改革中振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浮的。四化’建设，将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正确道路，贯彻。改革，开放、搞

针开拓前进。云浮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坚持改革，促进

品经济加速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努



，

夭 事 记

民国时期

，

I 一

民国三年(1 9 l 4年)冬，云浮商会正式成立，首任会长谭孔均(兼任商团长)，地

址：县城解放东路2 2号。商会职能是管理商界事宜及管理西岳楼和东岳楼。

四年，商会会长由陈少邃接任，监事欧杰廷。 ，

七年，陈竞廷、何济合股成立侨民利商公司，经营云城至腰古公路，即云腰公路·

九年9月，广西军阀头子莫铭新率军千余人侵扰云浮，进驻云浮中学春岗山顶龙母庙，并

窜到小河圩等地进行烧、杀、抢、掠，小河近6 0间店铺被烧光，是云浮史上名为。走西军”．

是年冬：匪首刘北率匪洗劫六都圩，使工商业受到严重创伤． ，

十一年，商会会长肖伯铭，肇庆余汉谋与新兴叶肇合股投资白银3 0万元．在罗斗岗开设

I问。民生公司’，主要是经营云浮大理石(铆石片)，有机器6台，火力发电照明．每台日

产石片3平方米。

是年冬，匪首刘北率领匪徒骚扰云城．县城工商业再受挫损。 ，

。 十二年．高峰冯国洪成立合益公司，经营云城至六都公路运输业，车站地址设在关帝庙

(现总工会)． 一

，

。

是年，匪首刘北再次率匪进城，云城工商业再次遭破坏．商店停业- ，

。 十五年，县设立煤油专卖局实行煤油专卖．

十九年1 0月．成立粮食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黄砺忠，监事梁卓芬l

是年，云都公路由司机黄全等接办经营，每天交租金白银2 4元给合益公司．
～

二十年5月，成立理发业职业工会，理事李迪新．监事叶伟初．

是年，云都公路由陈卓，黄瑞和合资经营直到I 9 4 6年抗战期间，公路被破坏而终止．

二十二年2月，成立布商业同业工会，理事欧杰廷，烟丝业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邓瑞发，杂

货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陈祖德，国药业商业同业工会理事肖伯铭。

二十六年7月， 。七．七。芦沟桥事件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领土，广州等大中城市

工商业户纷纷迁往内地经商。其时，云浮增加了一批商业户，曾兴旺一时。

二十七年g---十三年肖伯铭继任商会会长，原托洞，降沅等地淘金沙的乡民约3 0 0多

人，不堪土匪勒索和收购商的压价．被迫停业． ．

一

二十七年1 0月2 7日(即农历九月初五)，3架日机轰炸县城西街、东街及大南井一

带，县城东街从6 8号起至7 2号的商店化为炭烬，死伤2 0多人，大南路的东栈、云浮旅店

也被炸烂，炸死6人．鸡鸭亭、梅花巷均受轰炸．炸毁商店1 0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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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沦陷．商人左滔迁来云浮，在云浮开设滔记茶楼。

九年9月。成立西山杉业商业工会，理事罗枚山，民船商业同业工会．理事练际

，商人林伯和在金龙桥开设水力乍界石厂，但由于机器落后，日产量不高，西江沦陷

改营面粉业。 ’，j

年2月，成立茶楼酒室雇工业职业工会，理事李广成，监事邓沛霖。

三十一年7月，成立旅栈业商业同业工会，理事谢锦云，监事梁寿年。

三十三年，云浮县商会设常务理事，由肖纪南、谢伟财、区杰担任，城北大牛石(土名)

开设水力面粉厂l间，老板叫黄有信。

是年，南盛横岗圩周国祯试搞水力发电，历时2年，因亏本停业。

9月，日军入侵我县时，到各乡村烧、杀、抢、掠，民众逃往深山密林躲避，田地丢荒，

商店关门。 ：

三十四年春，n中共三罗(罗、云、郁)地下党云浮游击队没收了国民党在阳春县春湾开设

的银行，用一部分款购买船只1艘，船号为，前进渡”，航行于西江至江门．作为交通及解决

部分给养之用。

。1 0月，云浮地下党于云浮降沅大元市开设。宏兴’豉油膏铺，作地下交通站解决部分活

动经费。一!。～
：

’

、

三十六年5月，中共云浮地下党指派地下党员邓沛霜、邓章在。滔记’茶楼以店员身份作

掩护，进行地下联络活动。
一

亮年，商会负责人有肖纪南、谢伟才。4
’

，‘

。

三十七年，商会会长童鼎(任至解放初)。其时，西街李荣昌酒米铺和东街天华烟丝店都

成为我地下党交通站，这两间商店为革命起过积极作用。 ． t．

：、 是年j。中共去浮地下党在云北设立。都骑税站’，．主要向航行在西江的船只收护航税。
。税站”的设立，一方面保护了西江往来船只的安全，免遭土匪艳劫，另方面解决我地下党一

部分的活动经费I并在政治上扩大影响，给国民党一个沉重的打击。

三十八年1月至8月，金融动荡，货币贬值，完全失去信用，群众称国民党货币为湿柴，

因此我县商会印制以，谷票。作为货币使用。当时曾印制面额为半斤、1斤、5斤、1 0斤的

谷票作买卖交易之用。 i ； ． ： i?

是年7，8月问，国民党疯狂逮捕革命同志，西街李荣昌酒米铺被国民党查封，并逮捕该

店店员等8人。 -

、。7： 一，。 。 。

1

；o √． 新中国成立后

j_
‘ ·

一九五O年’
‘

1月．云浮县人民政府成立，并设立工商科．科长暂缺，科员赵君略。
⋯

3月j中央政务院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为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县经

济指明了方向。
’

：： ．I一：’ ·
一、。

t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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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财政科长为潘善廷(兼工商科长)，副科长陈华年。1 2月，高风任工商科科长。

是年工商职能有：(一)、主要是发展国营企业，改造私营企业，(二)搞好城乡物资交

流，(三)、发执照，收规费。同月，私营工商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成了。云浮商

业同业会”，有组织地开展经营活动。全县划分8个区、4 3个乡。

一九五一年
1月；祝瑞金同志任工商科科长(兼贸易公司经理)。

一九五二年

1月，在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大规模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

动。

3月，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漉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的。五反”运动。

4月初j云浮县人民政府批准工商界成立云浮县山货公司，该公司资金是由商界集资认

股，每股l 0万元(1万元即新币1元)，共集资了2 0 0 0殷，其中杨威1人认了6 0股。

该公司设董事长、剐董事长各1人，董事长由原西街李荣昌老板李五才担任，副董事长由严秀

林担任。东街荣商油厂改为碾米厂，白天碾米，晚上发电照明，从此云城部分毕位开始用上电

灯及解决手推磨谷椿米等落后操作。

1 2月，余家湘任工商科长并兼合作总社主任。

一九五三年
4月

同月

5月

6月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及改造的政策。

于平任工商科副科长。

云浮县工商联合会成立，选出李五才等委员3 5人，各圩镇设分会．

黄礼诠饪工商科副科长。

一九五四年

1月，原工商科分为工业科、商业科，工业科副科长黄礼铨，商业科副科长董伟荣(任至

4月)。

4月，商业科长陈汝根。
‘

是年，原山货公司归县土产公司管理，原山货公司董事长严秀林、李五才两人在附城罗斗

岗办云浮石料厂。
。

一九五六年

是年，对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6月止，经批准参加公私合营的有4 7 6户，

参加合作商店3 5 2户，经销代销2 5 5户。大部分个体户也加入了供销合作社组织或合作商

店组织，后经清产核资过渡为国营企业的有4 5户。

是年，罗斗岗石料厂实行公私合营，厂址迁往牧羊塘。县委派严彬棠、杨坤两人为该厂负

责人。

一九五七年

是年春，召开第二届工商联合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7 0人，选举杨威为本届主委，李五

才为副主委。

9



年，成立云浮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市管会主任由邓强副县长兼任·

年，猪肉实行定量凭证供应，其时肉价0．7 8元1斤，定量每人月供应0．5 O元．

： 一九五八年 ，

0月，新兴云浮并县，设立新云县。

年，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由于取消农民的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停止，小商 ·

部分过渡到国营供销单位，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就基本停止了．
1

一九五九年
1 1月，新兴县工商联第三届代表大会于新兴县城召开，并进行改选，主委张垣，副主委

杨威、冯广竣，秘书叶锦标、李志元。

1 2月，我县恢复和组织农村集市贸易，全县基本上恢复城乡集市贸易．

一九六一年

7月，恢复新兴，云浮两个县建制。

9月，云浮县第四届工商联代表会议召开，大会选举出杨威为主委，副主委甘永亨、高连

明、何少英、狄丽贤等。
二

一九六二年

6月，在县城西街屏风山脚开设耕牛市场。同年在县城西街尾。猪仔亭·开设猪莆市

场。

一九六三年
是年，农贸集市得到进一步发展，上市商品增多，全县共有农贸市场2 0个，市场成交额

比上年增加2倍。

1 0月，成立云浮县工商科，为云浮县人委直属机关，归财委管理·工商科长(暂缺)，

其他工作人员4人，从商业、市管、供销抽调，具体处理工商工作。云城、六都、腰古先行成

立工商所，其余公社圩镇是市管会兼管工商管理事宜．

一九六四年

7月8日，工商科改称。工商局。，地点设在旧体委内，戴计明任工商局副局长，办公人

员有陈镇藩等4人，各圩镇配备市管员1人．

一九六五年
1 0月，在全县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是年，县工商局拨款5 6 3 0元维修了云城、六都、河口、醚石、托洞等5个圩镇市

场·

冬，县供应办公室撤销。’

一九六六年
l 9 6 6年1月，换发全国统一印刷的工商企业证照。

5月，工商局与财税局合并为财税工商局(各工商所同时并入财税所)，办公地点解放中

路(即现中、西药店)，领导成员有杨德益，麦冬生、李彬、戴计明。局设工商股，对外联系

仍行使工商局．对内是财税局机构的工商管理，戴计明主管工商工作。

1 0月．我县根据广东省肇庆专员公署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关于突出政治，加强旺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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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管理的通知”精神执行以下两点：(二)，立即对市场进行一次清理整顿J(=)迅速成立

一个旺季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专业班子，使市场有人管，案件有人办，成立打击投机倒

把办公室，主任是副县长邓强兼，副主任戴计明．

是年底， 。文化大革命”开始。其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农贸市场关

闭，市场一片萧条，个体工商业绝大部分停业。

一九六七年

是年，各业停滞，市场萧条，大部分个体户被迫歇业，市场被占他用。

-，九六八年
l 1月，因机关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工商财税合并。

1 2月，成立财贸服务站，站长伍先保。

一九六九年
l 2月，成立云浮县财税工商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如下：组长李彬，副组氏莫

柏、刘桂，成员梁远才、曾超、朱栾坤、唐位声。 ，

一九七O年
， 1月，成立财税工商革命领导小组，7办公地点政府大院内：副组长莫柏．赵苏．

一九七一年 。

2月，换发社队、合作集体工商企业证照和临时流动许可证。

7月，县革命委员会关闭粮油市场，一切谷、米、麦、面粉(包括米，面制品)，不论集

体或个人的一律不得进入农贸市场，也不准黑市交易，否则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理．

一九七二年

是年，本县各圩镇(公社)设立市管会，除云城．腰古、六都外，其余配备1至2人。换

发执照，规定以盖有。云浮县财税工商局革命领导小组’印章为准。

是年，财税工商党支部改选，党支部副书记赵苏，党支部委员奠柏，崔中旺，唐位声，梁

远才．

一九七三年

是年，县财税工商局发出云财税字第3 1号《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反对资

本主义倾向的通知》。重点打击投机倒把，反对资本主义倾向，整顿工商企业发证工作．

是年，打击投机倒把1 7 7宗(其中黑市交易木材2 l 0 0 0条，长途贩运原煤1 4 5 1

吨，私宰生猪4 3头，私宰耕牛2头等)，金额达1 l 5 0 0 0多元，挖出一些投机倒把分

子；普查整顿，重新换发证照，取缔违法经营户．

是年，李丁、戴计明任财税工商局副局长，刘新任财税工商股股长，崔中旺任财税工商政

秘股股长。

一九七四年

1月，县委成立打击投机倒把领导小组，组长董献彩，副组长黄伙，麦冬生．成员李彬，

戴计明、余旭江、钟桥、何安华、谢华庆，下谩办公室负责打投工作，地点：设在财办内。
5月，粤工发2号，粤财行字5 0号联合通知规定，市场管理人员一律列入国家行政编

制，市管人员的工资，福利和办公费等按行政机关标准，纳入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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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财税工商党支部改选，叶榕桤任党支部书记，戴计明、曾超为党支舒副书记。还成

立城镇供应办公室，供应办公室主要是负责副食品、工业品供应的审批，发证等事宜。
一

一九七五年 。

1月，成立县市场管理委员会，主任麦冬生，副主任戴计明、梁达宽、黄家治，邓杞。

5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为有利于调剂产品余敛，发展生猪生产，决定开放猪苗市场， I

允许毗邻县，公社的猪苗进入市场出售。

一九七七年

1月5日，县委副书记高发就。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方面作了如下指示：1、凡政策不允

许上市的产品，要限制上市，否则作违反政策处理，2、不准搞非法协作，不准单位到农村抢

购木柴、木炭、三鸟、木材。

6月，地区公安局、工商局联合发文规定，旅店业、旧货业，印铸刻字业、修理业等为特

种行业，均要向公安部门申请领取营业《许可证》和领取工商《营业执照》，方能开业。

同月，肇庆地区工商局、水产局联合发文规定：经营鱼花装捞、鱼苗孵化和开花育苗等单

位，均应向当地工商部门申报，经主管部门批准，由工商部门核发执照。

7月，云革发4 8号文4关于加强生猪市场管理”规定：①每个生产队要办集体猪场’

②凡中猪不准在农贸市场出售J③中猪、猪苗不准远途运销；④集体伙食猜，要从猪苗养起，

不得购买中猪或大猜，否则不作伙食狰处理。 一

是年，全省统一圩期为农历一，六两日， 1 O天两圩期。

一九七八年
1月，云委组3号批示，财税、工商局分家。成立工商行政管理局，安排干部、职工1 O人

与财税局合署办公，下设政工秘书股、打投办案股、市场管理股、企业管理殷等4个殷。

5月，云直1 5号文批准工商局成立党支部，张珍文为党支部书记，戴计明、陈祥荣为党

支部委员。

一九七九年

2月，我县基层工商机构的事业编制为3 7人，工商系统年末人数是5 5人，工商行政管

理所列入国家事业编制，其工资、福利待遇按当地基层税务人员同样对待执行。

3月，根据国发1 0 2号文指示精神，工商局发出通知：①社会自产的农副产品允许上

市J⑨社队农副产品属于统购的粮油，在完成收购任务后可上市，⑨磨坊、粉坊、豆制品等经
工商部门和粮食部门批准也可加工成品上市。

同月，工商局办公地点搬往星岩三路新财税大楼合署办公。
^

一九八O年
4月，团云字l 2号批准财税、工商成立共青团支部。

‘

5月，工商局改选党支委，张珍文为党支部书记，戴计明为党支部副书记，张宗雄、黄细

木、陈祥荣为支委。

7月，张珍文同志被选为云浮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并出席会议。

年底，评出安塘、腰古、河口、茶洞等4个基层工商所为先进集体，评出甘传发等先进工

作者2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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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
1月，云府0 5号文下达工商局定编1 6人，其中行政编制1 5人，行政包干经费为

6 7 8 0元。

8月，改选党支委，戴计明任党支部书记，黄细木任党支部副书记，陈祥荣，张宗雄，梁

作为为党支部委员。

是年，全县维修市场l 7 5 0平方米，建设云城中心市场3层共8 4 8 7平方米，投放市

场建设金额6 9 4 6 4 5元，恢复使用云城东街I：1旧市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统一制

服。 ·

一九八二年
1 2月．经组织批准刘新离休。

年底，安塘、六都两个工商所和局企管股被评为县工商系统先进单位．

为先进个人。

‘是年，耕牛市场迁往南沙河边，并拨款5 0 0 0元修建耕牛市场设施，

层正式投入使用，摆卖肉类、蔬菜等大宗农副产品。

一九八三年

有l 1位同志被评

云城中心市场第一

1 0月，云城中心市场竣工，全部投入使用。

同月，县局打投股被评为省工商系统先进集体，江家鸿代表该殷出席大会。

是年，于马排山建职工家属宿舍两幢1 2户1 0 0 0平方米，马岗山建4户3 0 0平方

米，解决部分干部职工住宿问题。

是年，经请示县政府同意全县圩期改为1 0日3圩。

年底，成立个体劳动者协会，主任戴计明，副主任黄细木(副局长)、严学年(个体户)、

何汝升(个体户)，秘书长江家鸿。 ．

是年，吴荪植被评为县优秀党员。
一 。

一九八四年
’ ‘

4月，在云城中心市场设立生猪批发市场，允许肉贩到广西等地组织生猪回来屠宰搞批

发．调剂云城市场供求，平抑物价。

8月，县工商局党支部改选，戴计明任支部书记，梁钊任支部副书记，黄细木，吴荪植、

粱作为任支委，同时还建立共青团工商局支部，伍尚明任团支部书记。

g月，根据肇庆地区工商处、人事处指示，增加事业编制干部，在系统职工考试转干1 7

人，知青报考录用3人。，

是年，建成简易市场1 0 2 0平方米，在建永久性市场5 5 0 0平方米，投放市场建设资

金为8 0多万元。县编委同意打投办案股改名为经济检查股。成立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主任

黄细木(兼)、副主任周先权(兼)，书记员张华京(兼)．

是年，评出本系统先进集体有云城，腰古、高峰，茶洞，县局经检般等5个所股，先进个

人有2 0人，表扬9人。袁锡勋为第二届县政协委员。 ．。

‘

一九八五年
’7

是年，云城新街市场落成启用，地下是三鸟、竹木、米，糠、饲料等大宗产品，二层是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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