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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编辑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传统。为了继承和发扬这个历史传统，把我们党领导

人民开创的革命事业，承接下来、流传下去、教育后代、造福于民，在党和人民政府以及郫

县县志编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编辑成《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志》。它是郫县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的历史记实，也是郫县新县志的组成部份。

这本《局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着略古详今的

原则，追述了郫县工商市管工作的前身，记述了解放后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与变化j总

结了建国三十二年来郫县工商行政笋理工作的经验；编警}j这个蔼；魍p十年经历的大事记。
它既作为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写照，又作为搞好当前和今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

史借鉴。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它还不能较完善地反映郫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全部工
』。

作和历史，仅能给全县工商市管工作者对几十年来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回顾，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指导今后，以资借助于成功的历史经验，信心百倍地努力完成新的历史时期

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艰巨任务，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

●

由于我们的政策水平低，写作能力差，资料又残缺．时间很紧迫，这次编写又系初次，

文稿中间肯定会有不当和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

郫县璃商行政管理局志编辑细

一九Jk--年三月



概 述

民国时期，郫县的工商市管工作是由郫县商会统管的。它肩负的任务：一个是农村市场
【。

。

管理；二个是私人工商业管理。在农村市场管理方面，商会在全县十七个赶场的场镇(见附

件一)设置了粮、．油、牲畜、烟麻市场，统领着庞大的牙行业、烟纪业、斗纪业队伍，从事

居间介绍，成全成交，从佣金中提留部份，作为商会的费用。在私人工商业管理方面。商会

在全县各行各业中组织了三十三个同业公会，选出主席、理监事，成立了组织机构，为私商

服务。各私人工商业户的开、歇业均经商会报县府批准，办理手续。同时，商会还给私商出

具证明到外地采购物资，是代表私商利益的群团组织，也是县府的御用工具。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逐步建立和健全了郫县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办理农村

集市贸易管理工作和工商企业管理工作。最初，郫县人民政府税务局，将解放前郫县商会统管

下的部份牙行、烟纪、斗纪组织起来，临时成立了郫县各业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接着，于

一九五。年十一月，郫县人民政府工商科也相继正式成立，作为负责管理私营工商企业和指

导市管会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根据县人民政府指示，在郫筒镇正式成

立了郫县市场管理委员会，负责农贸市场的行政管理工作，在业务上接受工商科指导。一九

五六年对私改造任务完成以后．工商科撤销，其工作交由财委办理。郫县市管会的业务工作

受财委指挥。到一九五七年郫县市管会才由群团组织正式列入国家编制，成为管理郫县农

贸市场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一九五八年郫县、崇宁县两县合并，实行业务归口管理，郫

县市场管理委员会便划归商业局领导。到一九六二年成立了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后，郫县

市场管理委员会才从商业局划分出来，两个机构分两处办公，至一九六五年奉上级指示，郫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和郫县市场管理委员会才合署办公，郫县市场管理委员会隶属于工商局领

导。一九六九年郫县工商局、郫县市管会、郫县财税局合并，成立了郫县财政税务市场管理

站革命委员会。到一九七二年，郫县财税市管站又各自分开，恢复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各

区市管分会称工商所，直到一九八一年的名称仍然是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建国三十多年来，郫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贯彻执行党的工商市管政策，完成了各个历史

时期的工商市管工作任务。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加强市场管理，稳定市场物价，增加国

家税收，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到统购统销后，在市场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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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办事，保证国家对大宗农副产品收购任务的完成，做了大量的工

作，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一化三改造(即：要在一令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
’o

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坚决贯彻执行了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如期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的任务。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坚决执行了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
-HI+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企业实行了全面登记和管理，恢复和发展了个体工商业户，开放
，

了农村集市贸易，。活跃了农村经济，生产迅速达到恢复。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中，集市贸
?’，

易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限制。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正确政

策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集市贸易放宽了政策，

改变了场期，扩大了上市品种，农村市场日益繁荣。工商企业进行了全面登记、验证、管

理、建立了经济户口，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总之几十年来，在农贸市场、工商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商标合同管理上，做了很多工

作，发挥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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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一九五二年

底成都县撤消将金

泉、清溪、安靖、仁义

划归郫县所管，1956

年又将金泉、清溪划

回成都市金牛区所

管，留下仁义、安靖

仍属郫县管辖，仁义

又与太和合并现称团

结。

2．一九五八年

崇宁县合归郫县。一

九五九年丰乐、桂

花、庆兴、君平划给

彭县；唐昌、唐元、

安

所

一九八一年郫县场馓置里程分布图

◆西眈一《 I

r
‘

民国三十七年(_九西八年)郫县场镇位置分帝筒图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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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郫县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工商市管机构的前身

解放前，郫县工商市管机构的形成，在民国十一年一月(即一九二二年)，郫县商业界根

据《商会法》的规定，以工商业者的利益为宗旨，经郫县县政府批准，在县政府派员监督下，

推选出主席一人，常务理事四人，常务监事七人，并由县长委派书记一人，共十三人，成立

了郫县商会，统管郫县工商业的各项工作。

民国二十五年(即一九三六年)，郫县商会，奉上级指示，拟定了《郫县商会办事细则》，

这个《细则》明确规定：商会“分设总务、文书、仲裁、交际四股”，每股设主任一人，由

常务理事担任。其任务：总务股负责银钱收支，各项应用票据，公文书纸等；文书股负责一

切公文事件I仲裁股负责各业商人一切纠纷，担任调解公断；交际股负责国际情形和抗战情

况，各地商人应守法规及宣传等。

郫县商会下属有纯商业的同业公会三十三个，二千一百七十二个会员(见附件二)，有从事

商业居同工作的同业公会三个(斗纪业、烟纪业、牙行业)，四百五十九个会员(见附件三)。在

民国三十二年(即一九四三年)四月九日，四川省政府张群奉行政院动人(32)字第131号训令。

指示要“加强同业公会的组织”，郫县县政府，于同年五月十三日以县府彭硅令稿青社字

第136号文称：“‘斗纪商业公会’、‘大烟商业公会’名称不合规定，应予更正： ‘斗纪商业公

会’更为‘粮食斗纪业同业公会’， ‘大烟商业公会’更为‘大烟经纪业同业公会’，猪牙

行、牲畜牙行两经纪公会性质相同分别合称： ‘牲畜牙行同业公会”’。至此，进一步健全

了各同业公会的组织。

郫县商会受政府旨意对全县工商业、居间经纪实行严格管理。根据《郫县工商业申请营

业登记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办理工商业营业登记时，应由申请人备具登记申请书、保证书

各一份及执照印花费壹百元缴呈县商会查验，加具意见报县府审核注册，出县府颁发给营业

执照转给申请人承领，始得开始营业。县商会以牌告示知，对逾期不领营业执照的，经再次

催促，也不办的，则将其营业执照缴还县府转请有关部(处)注销。根据营业执照税征处规程

第二条的规定：凡经营居闷业务者均应依法领取营业执照，方得营业。除令饬县商会遵照，

分别转饬各该公会，造具名册送府，以凭转发经收处，按照名册核发营业执照。对要求从事

斗纪、烟纪、牙行经纪的，除具有规定的条件外，均要填具《郸县商会申请书》和找具有保

人资格的人具保、划挥(签章)，、并报县府核准，方得有效(见附件四)。在此基础上，每年还

要换保一次，对保人条件不符的，要另觅保。逾期未觅着保人的，着即停止营业，另换他人

从事其职。对未经取褥合法手续擅自营业者，依法从严议处。对在经营交易活动中，匿迹私

逃，形同撞骗，影响甚大者，要查封待决，撤消其本行职务，遗缺另招，并报县府严处，这

样，全县所有斗纪、烟纪、牙行经纪四百五十九人都是经过申请登记、找妥保人、办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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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并经批准，核发执照后，方准进入当时全县十七个赶场的集镇市场上，从事粮食、大烟、

牲畜居间工作的。郫县各场镇的粮食大市场，均以米、麦、菜籽、菜油为交易对象，买卖双

方经斗纪介绍成交后，由买方付清价款，领得商会制发的合同，改日凭合同向卖主取货，习

惯相沿，一直如此。在粮食小市场上，买卖双方见货议价，议妥后拿到斗纪的斗上去妈，然

后成交。犬娴买卖，在规定市场(茶社)上，由烟经纪介绍成交，然后，带着烟班子上门搁烟

过秤，开给商会制发的码单，另日由卖方将烟捆运送至买方指定的行栈，凭“货已收讫’’的

码单取款。牲畜买卖有两种形式：其一，在规定的市场上，买卖双方当面看畜议价，由牙

行经纪促进成交；其二，由牙行经纪领着屠宰商上门看畜，帮助成交。在促进买卖双方成交

后，无论斗纪、烟纪还是牙行经纪，均要向卖主抽取一定的手续费用。据民国二十九年(即一

九四。年)十二月九日商会、农会会函通告记载：大烟每捆法币由原来的柒角，改增为一元

四角；乡斗每石收法币由原来的二角改增为三三角；仓斗，每石收法币由原来的五分，改增为

一角。到民国三十二年(即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郫县县政府又以训令青财字第1 5 7号文件

规定“牙业行纪所取佣金，最高额不得超过买卖额百分之三，于交易成立后，向卖方抽取”

并转斗纪遵照执行。

各业同业公会每年要向县商会缴会费十二万八千元；县商会每年要向省商业联合会上缴

一万九千五百元，以作活动经费。(摘自民国三十二年十月郫县商会概况调查表)

郫县商会既是群团组织，也是为“各业同业公会”，为“各团体”办理“所请托之事

项”；为“主管官署”、 “各级党部”“所委办事项”的非官办机构的官办机构。民国二十九

年(即一九四。年)，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需要，向全国征购军粮，郫县

县政府于同年十月二十五日， “训令”商会， “奉省委转委座电”称： “本省征购军粮，关

系抗战前途”，要商会“劝导人民”“依照政府定价踊跃出售”并在“限期内购足”“从中

阻挠应即严拿惩办，决不宽贷”，商会“遵照办理”。又在民国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

六月二十三日“中国农民银行”要收购-一批菜籽榨油，商会也照郫县县政府“训令”出告帮

助收购。民国三十五年。即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官大队迁驻郫县，引起物价上升，在同年八

月二十六日郫县县政府则“训令”商会“严令各商业”“抑价”。“训令”称： “查近日军

官大队驻郫，一般物价略有波动”“全县商会严令各商业”“各项物价一律实行平抑售卖，

不得任意抬高"“令仰遵照"。总之，它是在郸县县政府领导下的非官办的管理工商业的官

办机构，是为贯彻执行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法令出力的一个团体。

但是．它在为维护买卖双方的公开的合理利益，注意掌握市场动态，处理撞骗案件也是

作过一些有益于社会之工作的，在某些方面也值得后人借鉴。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六日蜀兴

油坊经理杨锡柄负债潜逃，商会接报后，迅速派员查封存货并报郫县县政府，组织债权团予

以处理。民国三十四年三月商会发现城关粮食大市场上，按照习惯，买卖双方经斗纪介绍成

交后，买方即付清价款，改日凭斗纪给予的合同向卖方取货．弊病尚存不少，加之物价高

涨，“人心趋诈”，便建议成立郫县城区粮食交易所，规定了若干具体措施，报郫县县政府

核准施行，维护交易双方的正常利益(见附件五)。又在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大市斗纪李溪泉

撞骗他人潜逃，商会即出牌告，开除其斗纪之职，另补他人，教育居间者，这是有其借鉴意

义的，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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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建国以来工商市管机构的设置和人员变化

郫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由郫县、崇宁两县的工商科和市场管理委员会发展而来的。

解放后，一九五。年五、六月份，郫县、崇宁人民政府税务局，根据温江专署指示，为

了开征交易税，将解放前县商会的斗纪、烟纪、牙行经纪中的3 8 7人组织起来，临时建立了

郫县各业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统管这些人员，并设置了粮食、牲畜、大烟、土布等市场，

由税工干部在各市场上领导他们，按照国家税法规定，除从事介绍买卖及代征交易税外，协

助办理临时商业税和印花税的工作。其职称，先后叫“交易员"、“代征员"等。

一九五O年底郫县、崇宁两县相继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工商科，各自对全县的工商业户进

行管理。

一九五一年初，郫县、崇宁两县为了管好市场，扩大税源，先后正式成立了郫县市场管

理委员会和崇宁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其中在郫县“由工商科、税务局、公安局、国营贸易公

司、人民银行、工商联、郫筒镇人民政府及个别的交易员共25个委员组成”“工商科长任主

任委员，税务、国营、工商联任副主任委员”但实际工作是由税务局地方税股派税工干部负

责领导，各个市场从交易员中选出管理员一至二人，负责领取、缴销、结算票据以及安排交

易员业务工作，协助税工干部管理好市场。

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根据西南财政部财税(51)字第1637号通令规定交易员必须具

备的条件，结合“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即：反行贿、反

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两次对原留用人员

进行了登记、清理、整顿。本着择优留用的原则，在郫县留用了113ft．，在崇宁留用了43A，

共156人，其中包括新补充的一批青年、店员、工农积极分子作为骨干进行市场管理。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郫县人民政府以工商字2 0 6号文件指示， “本着统一管理原

则”县市管会“由政府工商行政部门为直接领导，吸收税务机关、国营贸易机构、供销合作

社、工商联等单位”参加； “在个别乡镇设立分会”，“县以工商科长，区以工商助理员

为主任委员"“县区委员会并设立专职干部，分掌各项工作，市管会受当地同级政府的领

导"，市场的服务人员，各地叫“交易员”、“代征员”、“管理员”等名称一律取消，统

称“服务员"。此后，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郫县人民政府又以工商字第053号通知。“为

了使我县市场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适应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发挥每一个市管工作

人员的能力，克服已往在工作上、思想上的混乱现象”，根据省府指示，结合本县去年“因

区乡条件不够，尚未成立区市管分会”的情况，提出： “在目前情况下，各区负责同志可以

考虑，如有必要在区公所主持下建立区市管分会”，区长为主任委员，县上指派的专职干部

为副主任委员， “区市管分会受当地政府领导及县市管会之检查督促和县人民政府业务上的

领导，有关行政问题直接请示区乡政府解决” “特殊问题，区乡政府不能解决的，报县上处

理”。至此，才进一步健全了市管会的组织领导机构。(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和组织通则另附)

但，它仍属群团性质，其工作人员不属国家编制。根据温江专员公署署商政(53)543号“关

于市管费问题”批覆，本着缩减服务员精神，将郫县的113人，减少到一九五三年底的55人。他

们负责活跃市场，介绍行情，成全交易，办理成交手续，评定商品等级，开列发票，过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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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征收市管费等工作。对于市管行政，违章案件无权处理，只能报书面材料，由县人民政

府批核办理。其工资待遇，实行折实分制，按折实分计算当月工资，以银行公布的当天的折

实分质，发放各人的月工资金额。

一九五六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完成以后，郫县、崇宁两县的工商科

相继合并到郫县．崇宁的县财委，其工作由财委管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郫县财政经济委员会以(5 7)字第1】O号文件“转发关于加强市管会

组织领导的通知”明确规定， “市管会是执行国家市场管理工作的行政部门，是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的一个组成部份”， “市管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并纳入干部名册，市管干部的待

遇，在政治方面，应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相同”，作为事业单位，经费“在市管费内开支，列

入地方财政予算”。从此，市管会83人才纳入国家正式编制。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郫县、崇宁两县合县，从崇宁县划12X到郫县，自十一月份起正

式领发工资，市管会名称为：郫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后因实行归口管理，合并到郫县商业局

领导。由于大办钢铁、上山下乡、支援工农业生产，市管会人员减少到35人。

一九六二年，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实行两套班子、．两个牌子，

各自办公。即：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郫县市场管理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为“加强领导充实机构和人员的建设"，“由一九六三年的3 5A．，增加

到60人，县局成立行政管理，财会统计，调查研究三个股，作为县局的业务机构，以适应市

场变化的需要"。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五13， “根据省人委批转省工商局关于工商局与市管会合署办公的

通知精神”，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与郫县市场管理委员会才合署办公，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领导郫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对内一套班子，对外两个牌子：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郫县市场

管理委员会。对区分会， “为了便利工作报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在犀浦、唐昌、安德，永

定市管分会，同时挂工商行政管理所的牌子，并从九月一日起启用印章”。

一九六九年九月，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郫县市场管理委员会，郫县财政税务局合并，

全称为郫县财政税务市场管理站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二年财税市管站分家，工商局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于七月十四日报经县革委批

准，设立两股、两室、五个所的业务机构，即：办公室、工商股、集市股、财会室、红光、

红卫、犀浦、战旗、胜利五个工商所。干部职工总人数为58人。

一九八一年底仍为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名称。其办事机构仍有办公室、工商股、集市

股、财会室和五个工商所。根据郫县人民政府一九八一年贯彻国发(1979)305号文件，加强

j；道|．名的统一管理，做好地名的更名工作。随着地名的变更，将红光工商所更名为郫筒工商

席，红卫工商所更名为唐昌工商所；战旗工商所更名为三道堰工商所}胜利工商所更名为安

德王商廖i；_；犀浦工商所名称未变。全局人数为65人。



第三节 建立党团支部和妇女组织

解放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郫县委员会和郫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九五。年底至一九五

一年初，相继建立郫县人民政府工商科、郫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后，郫县人民政府工商科的共

产党员属县人民政府机关觉支部领导，编在县人民政府机关党支部过组织生活；这时，郫县

市场管理委员会，尚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因而也就没有建立

党、团支部。

一九五一年郫县市场管理委员会，经过整顿，充实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也调进了个别

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便编到当肘代管县市管会的郫县人民政府税务局的团支部过

组织生活；而工商科新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则属县人民政府机关团支部领导，在人

民政府机关团支部过组织生活，以发挥其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圃团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完成党、团组织分配的任务。

一九五六年，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经县委同意，于同年二月，

由董玉成、刘兴胜、吴发荣三同志组成中国共产党郫县市管会支部委员会，董玉成同志担任

支部书记，支Ij兴胜、吴发荣二同志担任支部委员，从此，郫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建立了中晷共

产党的基层组织。

在这个时候，由于郭县市管会团员较少，没有单独成立团支部，仅有的几名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团员，仍编在郫县郫筒镇机关团支部过组织生活，市管会五个团员只编成了一个

团小组。

一九五八年，郫县、崇宁两县合并，实行泣务归口管理，郭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划归商业

局领导；市管会的党组织也就合并到商业局机关党支部，董玉成同志任书记、商业局党总支

组织委员，在商业局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市场管理工作。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同时

转到商业局共青团支部过组织生活，市管会的团员编为一个团小组，在商业局团支部带领

下，从事团昀活动。 、

一九六二年成立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后，郫县市场管理委员会，便从商业局划分出来，

业务上接受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导，组成市管会党支部，董玉成同志仍担任支部书记，当

时，有党员9人，在上级党委和支部领导下，完成各项任务。 、

由于当时的团员很少，并且多属超龄，因而市管会未单独成立团支部，几个超龄团员仍

在商监局团支部过组织生活，以后，履行了退团手续，市管会也就不存在团支部。个别从外

单位调来的团员，还安排到税务局团支部过组织生活，后来，年龄超过，也就停止活动。

四清运动以后，改选了党支部，经郫县县委研究同意，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下文通

知：由张还贵等三同志组成中共郫县市管会支部委员会，‘张还贵同志任支部书记，碣树东同

志任宣传委员，月文瑞同志任组织委员。时同不虱一年，予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五、一六”

通知后，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党组织也随即停止了活动。，_九七二年财税市管站分

开，恢复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后，经过整顿组织、建立了党支部，同年十二月十日，经郫县

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研究向意，由罗益清、王继华、陈俊生、胡成良、黄湘贵五同志组成中共

郫县工商局支部委员会，罗益清同志任支部书记、王继华同志任副书记、陈俊生、胡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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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湘贵同志任支部委员，继续开展了党支部的各项工作，领导全体党员，带领群众完成工

商、市管工作任务。

一九七五年五．六月份，鉴于支委黄湘贵同志已于一九七三年调离工商局，支委缺额，便报

请上级党组织批准，补选了杨家儒同志任支部委员。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通过整党整风，党支部副书记王继华同志因病长休，不

能坚持工作，经请示县委同意，补选陈俊生同志为党支部副书记。

一九七九年八月为了有利于工作的开展．经上级党组织同意，支部大会选举，补选魏泽

民同志为支部委员。

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目支委会上分工：杨家儒同志担任监察委员，魏泽民同志担任组

织、宣传委员，胡成良同志担任妇女、青年、保卫委员。

迄至一九八一年底止，由于王继华、陈俊生两同志，先后已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年

调走，支部领导成员仍为罗益清、杨家儒、魏泽民、胡成良四同志，罗益清同志任支部书

记，其他同志为支部委员。这时工商局支部有党员14名，在上级党委和支委会领导下，积极

转变党风，完成工商、市管工作任务。一九八。年被评为先进党支部，涌现出四名优秀党

员，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共青团组织，从一九七二年财税市管站分开，成立了工商局后，由于新吸收了一批青年

参加工作，市管会便成立了团支部，喻和容同志任支部书记，全支部有5个团员。在党支部

领导下，积极开展团约活动，到一九七七年，因为超龄，纷纷办理退团手续。一九八。年因

为办理退休补员，又增加了一些青年职工，于是，两个团员又同建设银行一个团支部过组织

生活，迄至一九八一年底。

妇女工作，于一九七五年，经县妇联同意，成立工商局妇女代表小组，选举周文瑞同志

任妇代小组组长，从事妇女工作!在党支部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时至一九八一年仍无变

动，起到了妇女半边天的作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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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历届领导干部表

所 在 任 职 担 任
姓名 备 考

单 位 时 间 职 务

朱汉卿 国营专司 1951年1月一1951年3月 经理兼工商科长

牛富华 1951年3月一1954年10月

张还贵 工商科 1 9 5 6短 科 长

陈国卉 副 科 长

张还贵 工商局 1 9 6 2拄 局 长

周树东 副 局 长

罗益清 1 9 7 2年 局 长

陈俊生 副 局 长

杨家儒 1 9 8 1年 一 勖局长、教导员

刘树君 1 9 8 0钲 副 局 长

刘兴盛 市管会 1 9 5 5年 副 主 任

董玉成 1 9 5 6年 副 主 任

刘洪儒 副 主 任

王继华 1 9 6 4年 副 主 任

薛朝清 工商市管教导员

王继华 财税市管站 1 9 6 9年 主 任

叶跃先 副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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