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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远撬裔素供编悫
(内部发行)

武进县磊淼磊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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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纂地方史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近几年来，在党．

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史志事业又复振兴。《武进县商业供销志》

的出版，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商业供销专志。 ，

、

武进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在历史上虽曾编辑出版过多次县．

志，但专门记述商业的史志还是空白。《武进县商业供销志》简要

地记述了我县商业的形式和发展，概括地总结了商业的兴衰，反映

了系统、行业之特色，．填补r了历代旧县志的空白；为编纂新县志提

供资料，为办好商业供销事业总结了历史经验；对广大商业供销职

工热爱本职、献身“四化，事业将会起到很好的启迪和激励的作

用。
’

办好商业供销事业，搞活流通渠道，繁荣农村经济，造福全县‘，

’人民，是商业供销的职责。我们殷切希望全县商业供销职工，认真

总结前人办商的经验教训，从实践中摸索办好商业供销的客’观规

律，在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开拓前进，使商业供销工作更好地

为“四化"建设服务。
‘

周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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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和专业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有史以来，武进从未有过记述商

业的专志。县商业局，县供销社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和指导下，

1981年12月建立了编纂史志的班子t又鉴于我县商业、供销机构几经分合的实际，才确定

商业、供销合写一部专志。经两年多时间的收集资料，广征博采，撰写了《武迸县商业

供销志》。这部专志的出版，不仅为列代县志填补了商业史上的空白，而且为商业供销记

述了古今状况。’

编纂《武进县商业供销志》之目的，旨在便于各级领导和广大商业职工全面地、系·

统地了解武进县商业、供销的历史和现状，借以“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为制订“四化’’

建设规划提供依据，为总结经验教训提供借鉴，为商业职工教育提供专业教材，使全体商

业职工热爱本职、文明经商、献身“四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没服务。

本志的编纂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

大精神为准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和要求，力求体现志书的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结合。本志按照百年一贯制的要求和“详今略古"的原则，实‘

事求是地反映我县商业、供销的历史和现状，记述私营商业、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

体商业、乡镇商业、个体商业、商办工业和竹业工场等的形成与发展，机构、人员的更迭

与变化，企业的购销调存等I正确地反映地方特色与时代风貌。本志编纂重点是解放后三

十四年来武进县商业、供销的发展，总结办好社会主义商业的客观规律。对解放前有参考

价值的商业史料，也整理附录于后，以利“鉴往知来，古为今用"，力求全志古今通贯。 。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虽经广泛搜集资料i反复核对考证，多方征求意见，但由于水平

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未必能完全达到志书的质量和要求，如能作为今人了解和研

究武进商业、供销的史实和有助于建设“四化”作一点微薄的贡献，这是我们唯一的愿

望。 ，

一

本志在编纂中承蒙常州市，武进县图书馆，武进县档案馆，统计局、以及有关单位的

大力支持，蓝得到常州市商业局，供销合作联社编史办公室的帮助和指导，县商业局、供 。一

销合作联社干部，职工．特别是退离休干部的热情帮助，谨借《武进县商业供销志》出

版之际，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武进县翼销蒜联霍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四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采用志，图、表，录，记五种体裁，分章、节、目、项四层次表述。全志共

分十三章五十九节。以章分节，按事分章，各章内容作横向安排，时间先远后近，作纵向
?

记述。 ，

二、编首前设综述，着重反映武进概况和商业的发展历史。志末附编，附录了解放前

后的商业法规、店章店规、职工守则等。

。．三、本志上限原则于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下限为1983年。商业的起源，追溯

隋唐，县商业局，供销合作联社机构变化，延至1984年4月1日。

四，本志年代记叙：解放前以朝代纪年，如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等J解放

后以公元纪年，如1949—1983年。

五、本志编纂范围：以商业、供销系统现时组织机构为准l已划出的单位，简述到划

出为限。

六、本志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权，均沿用通称，除“日伪时期黟外，其他如清朝，

中华民国，．都未加政治性定语。对人物一律直书姓名，根据需要交代职务，过去和现在一
●

律不加“先生矽，“同志"等称呼。

七、本志数字，凡公历年月日和统计表，百分比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凡年代、农

历年月日和志中各数，一律用汉字表示。

劾缁鹨笏



综 述

武进位于江苏省南部，常州市区周围，沪宁铁路中心，北临长江，与扬中、泰兴县隔

江相望，南濒太湖，漏湖，和宜兴县接壤，西靠金坛、丹阳两县，东连无锡，东北与江阴

县毗邻。全县总面积一千七百零六点八平方公里，东西相距五十一公里，南北相距九十九

公里，约占江苏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一点六七，是全省的大县之一．

全县平原宽广，高差甚小I西北部海拔五至八米，沿江沿湖地区海拔二至三米。丘陵

主要分布在县的东南、东北，西北边缘地区，成为鼎足之势，总面积四万一千六百亩。最

大的山群在潘家、雪堰沿太湖一带，主要有南山、城湾山、夹山，乌龟山、凤凰山，鹁鹋

山等I东北有横山、舜过山、石堰山、城墩山、青明山、芳茂山、鸡笼山等l西北山群分

布在沿江一带之小河，孟城两乡。·最高山海拔·百七十七米。

武进定名于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古城在县话北七十里外的

今万绥附近。晋前为毗陵、延陵等名。南朝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公元502年)改武

进为兰陵，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均是兰陵东城里(今万绥)人，兰陵为齐梁故居。

清世宗(胤祯)雍正二年(公元l?24年)，将武进分为武进，阳湖两县。县东南部为阳湖

县，县西北部为武进县，两县县衙均设常州，武、阳两县同属常州府。辛亥革命后，废常州

府，将阳湖并入武进，常州为武进市区，是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49年4月武进

解放后，设常州市，将武进县城及近郊划归常州市，，从此县市分治。 L‘．

解放初武进县属常州专区领导，后属苏州，镇江地区，1983年4月1日起划归常州市

领导。中共武进县委，县人民政府设常州市关河路十六号，下设前黄，湖塘、横林、郑陆，

新桥、奔牛、卜弋，湟里八个行政区，下属六十四个乡，奔牛、湖塘，横林三个县属镇，

八百六十个村民委员会，一万零五十五个村民小组。1983年底总人口一百三十一万二千四

百四十四人，其中l男，六十六万二干零五十四人，女，六十五万零三百九十

人。
，

全县水陆交通方便。铁路有沪宁线，东至上海，西达南京，畅通祖国各地。公路以常

州为中心，通达六十七个乡镇及毗邻县市。水路北有长江，南有太湖，漏湖，大运河由西

向东贯穿全县，江，湖、河三水相联，为繁荣城乡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县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水充沛i气候温和，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素有“江南水

乡缈之称‘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I全县人民努力奋战，改造山河，推广科学

技术，．农田旱涝保收，成为苏南高产县之一。 ’：
一

全县耕地面积一百四十二万二千四百三十八亩(其中水旱田一百二十六万八千七百五

十五亩)，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一亩零八厘。种植以三麦(大、元、小麦)、水稻为主，兼

种大豆，油菜，棉花、黄、红麻等经济作物。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十六亿三千九百五十八

万二干六百市斤。 一． 、

副业以蚕茧，芦苇，水产，把柳，蜂蜜、蒲包、苹包、苯叶，果树，家禽，家畜，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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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磨菇、花木等为主，以蚕茧为最。

1983年工业总产值十四亿七千八百九十六万元。其巾。社队工业八亿七千九百三十四

万元，占全县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九。

武进商业的兴起，自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沟通南北大运河以后，运河横贯

全县，成为南北交通枢纽。矗自苏松两浙七闽数十州，往来南北两京者，无不由此途出’’

(《常州古今》第三辑)。首府常州自晋朝以来，又是历代郡(府)署驻地，为发展武进

商业提供了条件。唐代，武进的城郊和农村肴了固定的市肆和店铺，还有定期的集市贸

易，当时称之为草市。那时的官府还委派了管理草市的市令。唐煲宝年间(’公元742年二

756年)，常州贡品有绸，绢、纡、红紫锦巾’．：紧纱，皂布、龙凤席等手工产品，著名的

“透额罗帮更是风行全国，唐诗人元稹的“新妆巧样画双娥，幔裹常州透额罗纡一诗句就是

证明。这时的武进商业基本形成以生产：生活资料为主的商业雏形。 ’i
、．

宋代的商业比之唐代更为发展，民间手工业遍布城乡，首府常州已成为江南五大丝织

产地(苏、杭，湖、松、常)之一。宋时的酿酒事业也较为发达，：县南漕桥镇西端黄土村出

产米酒，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曾品为上乘，．题名％红友矽，宋罗大经所编《：鹤林玉露》一书

中详有记载。宋末，元兵占领武进；残酷屠城，商业遭到产重破坏。
’

：，1

’o明初，朱元璋称帝应天(今南京)，‘下令农民广种棉花，武进土布应运而生。．，当时汪

阴的青阳，后塍、华墅，杨舍等地的小土布运来县北销售，形成市场。武进南i，北乡的农

民效仿江阴土布，自纺自织，上市销售，市场胃益繁荣。’． 一

．一 清代，武进商业逐步形成体系，．特别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侵入我国，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商业体系。 ◆ ’ ：：+i，。、一．。‘， 、，

．第一，土布业竞相发展。土布商接踵而至，纷纷在城，乡设立布庄、布行，开展以纱

易布或放纱收布业务。武进的土纺土织非常有名，如常州钱宏泰、张恒顺的罗筛绢，轻便

凉爽，花色新颖，称为“常州贡纱黟。遣江市(今盂城乡)盂河绉曾在巴拿马赛会上得到

金牌。土布产品有北庄、套布、经布，’石宣布、稀布等，分白布j色布两种，色布销路为

广。⋯·． 2 一一． 0 ’， i 。
；．，

：1’第二，梳篦业闻名全国。武进木梳、’篦箕，清康熙年间(1662年’)即已驰声于南北，

始以西门外篦箕巷卜恒顺最著，继起者有城内大街之王大昌(创始于乾隆年间)，常州梳

篦享有“宫梳名篦"之称。

’第三，豆粮业日益昌盛。武进盛产粮食，集散地较大市镇有奔牛j湟里、焦溪、戚墅

堰，漕桥等地，奔牛青豆，湟里埠籼，漕桥粳米名及全省。县的粮食集散中心在城区米市

河、豆市河一带，特别是豆行实行明盘交易，深得客商信赖，盛名远播各省。城区年销黄

豆三百至五百万石，称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无锡豆价，需视常州行倩的高低开盘。

第四，木业由苏转常。武进在长江南岸，。运河贯通市区，天然赋予有利于保管木材的

“含沙混水∥条件。市区往东，河水变清，易使广木、；西木等发黑腐烂，因之；使原在苏

州的木市逐渐转向常州。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武进i佣湖两县有官、私牙木行一

百六十八家，各地山客木商云集城西运河两岸，t南河沿为木业中心，：．遥遥数十里的古运河

木排衔接，成为水上浮道。乡区大中集镇均设有木行。 矗。： ，一’ ⋯·一·、

第五，钱、典业大为活跃。清光结八年(公元1882年)，城区设有钱庄十二家，·奔牛

镇有乾丰泰，庆隆两家，乾丰泰信誉最好。业务远达河北，·山率，安徽‘浙江，上海等

_2_



地．典当是乡比城多，乡区有卜弋桥永济、湟里恒丰、孟城永大、奔牛恒源、前黄亦济、．

鸣凰亦济分典、焦溪济和等七家，城区仅有三家。’． 。“

，

．第六，酒酱、槽坊遍及全县o‘奔牛镇有槽坊六家，全年酿造用米四千余石，湖塘江万

聚槽坊创建于清康熙年间，酿造品种多，营亚范围大。、 ：
·

第七，京广洋货业开始创建。鸦片战争后，英法德旧意等国商品大量倾销我国，称之

为洋货。清同治年间(公元1874年)，城乡均诜有京广洋货业，城区蓝成立京广洋货业同

业公所，会员十余户，计百余人。 、

t‘

t

．第八，茧行业开始发展。武进桑园甚多，瞵蚕发达，茧行始建于清光绪四年，收购农

村蚕茧，运销上海，为发展武进的农村经济开拓道路。“’ ·_． ； 一： ’

辛亥革命推翻了持续两干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本主

义工商业有了发展，武进经济有了新的活力。当时国民政府在经济上决定设立制造戽水机

的机器厂，提倡用机器戽水灌溉农田以发展农业，减轻货物税，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建筑南抵太湖，北达长江的南北公路干线，开辟圩塘港等，以发展交通运输业。当时商业

资本家欲试办厂，向近代工业发展，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八月四日，商会会长钱琳叔

(以振)集股五十万元，创办大经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五年，在奔牛镇经营和丰布店的

刘国钧，应城区蒋盘发相约，到常州合资开办大纶厂。民国八年，，湖塘桥江上达在城区合

股筹办常州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今国棉二厂)，ot同年，通江市小河镇萃丰茧行主王长庚在

当地开办染织厂。民国十四年焦溪茧行主蒋彦生到常州开办宝丰布厂。商业转向工业，工

业促进商业。金融资本应运而生，中国，交通，江苏，国华，信孚等银行相继来县设立分

行、．支行或办事处，蓝兼办英、日，德、法，美等国的外商汇兑业务。 ’一：’

．卜这一时期的武进商业比之清代大有发展。据民国十五年《武进年鉴》实业名录记载，，

全县二个市(武进市、通江市)三十二个乡的四十七个市镇，加入商会的共有三十五个行

业，一干五百七十一家商店、工厂，=r公司、作坊等I行业齐全，营业兴旺，为武进商业之

黄金时代。民国十六年八月八日，武进商界为提倡服务精神；特邀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校长

潘仰尧来县演讲，其内容主要是爱国，团结、互助、奋斗。牺牲、愉快。监提倡“讲道

德，负责任，有礼貌、肯服务、能勤俭，不计待遇，没有嗜好"等新商人之服务精神。
，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农历十月二十七日)，日本侵略军侵占武进，大肆枪杀

无辜，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武进商业遭到严重破坏，城区南北大街、西沃里等商业区，乡‘

区奔牛，湟里，焦溪等集镇被轰炸，焚烧。目军所到之处，群众闻风而逃，商人远奔他

乡，城乡商业一片凄凉，连火柴、食盐也难以买到，群众普遍以刀石取火。 t．1：

民国二十九年，日军为加强经济掠夺，指使他的傀儡政府成立拓常州申日工商联合

会"，对城区工商业迸行缜密的调查，实施对各个部门的控制。他们还开设所谓“中国合

作社秒，实行市民日用品配售，诸如粮食：棉布i食糖，肥皂、．。火柴等等，以限制市民消

费，控制户口动向，市民的垒死存亡完全控制在日伪魔掌之中。．、一 “。’’

．：一那时日商洋行，商店，遍布城区，大小有百余家之多，最大者为“大丸洋行，功成立

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经营布匹，呢绒、百货，包罗万象，成为城区总批发枢纽。还有西

{云里的岩田洋行、松岗洋行、西仓桥的达摩洋行等等。后来还建立“米统会护、“粉统

会"，“油统会”、“纱统会力等等，控制棉纱、棉布、稻谷、面粉、油料、杂粮等生活必须品。

一，0’j．乡区的奔牛、淳里、漕桥、焦溪等较大集镇，都有日军驻守，．他们汇同“和平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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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乡队移不断下乡“扫荡扫，进行“清乡彦，搜查严密，妄图消灭人民抗日武装力

量。韭在城区和乡区日军驻地，周围密围篱笆，出入之处设有“检问所"关卡，人们进出

城镇，均需遭搜身查抄，甚至惨遭逮捕杀害。因之，商人不敢进城批货，城乡商品流通中

断。当时乡区商人为争取货源、只能与轮船、民船设法到外地偷运，．或者有跑单帮的送货，

但往往遭到商品充公和甚至丧失性命的危险。经商十分艰难，商品供应紧张。

湖塘地区素有生产土布基础。日伪统治对期，常州布厂、，纱厂遭到破坏，湖塘布机发

展，几乎宗家都有木布机，自织自销，形成市场。 ：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城乡各商

界盼望振兴中华，繁荣市场。但国民党政府对外继续实行卖国政策，使美国取代日本在中

国的特权。洋货充斥市场，民族工商业得不到发展，百业依然凋零。同时，。国民党政府全

面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二日《武进新闻》刊载小新桥，

圩塘一带贫苦情况。 “米价一石上涨三万元以上，小商民有店无货，老百姓日食两粥’’，

实为贫困写照。民国三十七年八月^物价上涨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

券，一元抵算法币三百万元。八月二十一日武进商品价值单位一律以佥圆券为准。九月，

国民党政府又限价买卖，形成大商户囤货不售，小商店无货供应，老百姓购货无门，使市

场有价无货，出现抢米风潮。十月，废除限价，物价以惊人速度暴涨。1949年4月解放前

夕，大米每石由限价时的十九元八角三分涨到。百八十二万元，商品更趋紧张，买卖都以

米纱折算。

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以苛捐杂税，压榨商人。据民国三十六年到三十七年《武

进新闻》刊登商业的税捐有。建设捐、茧行捐、筹建中正堂捐、建国特别捐、军粮捐、

进攻延安慰劳捐、伊丽沙自(英国女王)婚礼捐。水灾救济捐I’慰劳伤胞捐、建怀德桥

捐、冬令救济捐、房产捐，保瞢(保安队、警察)制服揭、地方自治捐，筵席捐、救济特

别捐，难民救济捐，自卫特捐、．冬防经费捐、劝募劳军捐以及牌照税、营业税、屠宰

税，房契税、土地增值税、娱乐税、．薪给所得税。建筑新监所税、课征粮食营业税、冬季

营．北税，暂借机关经费(五十亿)等各种税捐达三十一种。 ·一：

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敲诈勒索，习以为常。他们常以查封军用品j违禁品等为名，

到处搜括钱财，如奔牛厚生堂药店将贷款买进稻谷，以防货币贬值，国民党军队上门敲

诈，说要查封“军粮，夥后经托入讨情，以慰劳国军之名，迫使药店拿出几十担稻款。

解放前社会不宁，盗匪横行，商业遭殃。民国三十五年四月马杭桥两次被劫，药店i

木铺、杂货店被抢一空，共损失一百五十余万元。民国三十六年六月，．盂城全镇遭匪劫站

永益丰，曹勇昌两绸布庄损失惨重，全镇被劫约七、八千万元。尧塘部队蒋三麻予、县保

安队长朱金山等率众到夏溪、湟里抢劫。全县兵匪抢劫常见不新。

解放前，武进城乡商业常有停歇，仅城区就有德丰、瑞大，元丰等十二家商店关闭。

全县虽有工厂、商店九于三百九十六家，而店多货少，虚假繁荣。赌场，妓院、鸦片墩畸

形发展，毒害群众。城乡市场是。官僚资本家囤积居奇，大中商人逐鹿于投机，小商小贩

时有破产危险，贫民百姓怨声载道。
’

1949年4月23日武进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结束了资产阶级垄

断市场的历史，开创了社会主义商业的新纪元。 ．
．

1949年5月，武进县工商局成立。它既是县人民政府的组成部份，又是工商企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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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机构。lo月，武进县建中贸易公司办事处成立，为国营商业开创了新局面。

1950年10月，常州市，武进县合作总社成立，发动农民和小手工业集资入股，农村供

销合作社开始创建。 ，
一

。解放初期，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初建，全县私营商业达七千户左右，占领着整

个市场，他们受解放前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出于唯利是图的本性，部份投机商乘机掀风作

浪，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市场混乱。县人民政府按照党的政策，打击投机倒把，处理不

法商一百三十六户，使市场物价趋于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了保障。

1951年到1952年，农村供销合作社普遍建立，粮、油、棉、煤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由国

营商业，供销合作社控制，成为农村商业的主体。当时全县还有五千二百九十户私营商业

和八千八百四十八户摊贩，他们仍为农村商业的一支主要力量。为了安定私营商业情绪，

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彦的方针，搞好市场供

应。

i952年初，全县开展“三反∥， 呸反修运动，打击不法商的呸毒黟行为，市场曾
一度出现短期清淡。五月，重新开展购销业务，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私营商业先后参

加苏南、常州和本县戚墅堰，奔牛，西夏墅等地的物资交流会，总营业额三百十五亿四千

九百余万元(老人民币)，市场恢复活跃气氛。- 一。

1953年11月，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粮食、油

料实行统购统销，禁止私营商业经营粮油业务，粮油购销由供销合作社代理，从此，结束

了私营商业经营粮油的历史。

1955年上半年由于粮食减产，鲜肉供应紧张，以及国家发行新人民币(一元抵老人民

币一万元)，引起群众误解，恐怕钞票贬值，拥入市场争购商品，造成供应紧张，经宣传

教育，抢购现象不久平息。1955年下半年起农业连年丰收，市场供应迅速好转。加之1956

年干部，工人的工资改革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起了根本的变

化，市场呈现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商业阵地，完全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所控

制。全县有国营商业批发店七个，基层供销合作社十五个，供销站六十六个。私营商业改

造为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均属供销合作社领导。

1958年“大跃进黟，商业实行大合并，县供销社并入商业局，基层商业下放给人民公

社，改供销合作社为国营商店，变多种经济为一种经济，一个公社一个核算，使多种

渠道为一种渠道。商业大炼钢铁，大力支农，保证“钢铁帮j“粮食柙元帅升帐，忽视了

商品社会调查，部份工厂排挤商品生产，加之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使商品供应紧张，，，对

钢精制品，橡胶制品、针棉织品等三十多种商品实行凭票供应。农副产品收购减少，特别

是猪禽蛋等荤食品奇缺，市场出现黑市买卖，猪肉每斤高达五元左右。商业部门为确保人

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对食糖，煤油、火柴，肥皂等商品实行凭卡供应。鲜肉、鸡蛋、家禽

等荤食品仅够病员，产妇供应。这一时期的商业，由于“大跃进彦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

致网点减少，商品紧缺，供应紧张。饭店一般集镇只有一家，供应时顾客盈门，一批排队

买，一批坐着吃，一批站着等o ．

]962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打的八字方针，工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商

业局、供销社分设，疏通流通渠道，组织副业生产，日用工业品供应好转，农副产品收购

日增，商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市场购销两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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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开始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矿，+初具繁荣的商业又趋衰落。1966年8月的

破“四旧，一1967年的闹派性，。t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J，，1969年的“精简下放’’等，

合理的规章制度被破坏，良好的服务质量受批判，传统的服务项目被取消，营业额逐年下
"-*lp

降。1966年到19昼8年期间，供销社营业额减八百十九万元，．下降9．53％，利润减四十八万

五千元，下降20％1合作商店营业额减四百二十四万八千元，‘下降20．6％j利润减四万五

千元，下降7％。?

1 969年9月，武进县撤商业局，供销合作社及所属公司I建县生活资料、农业生产资

料，农副产品兰个服务站，基层按人民公社建立供销服务社，蓝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商业，

上下级脱勾，影响了正常业务的联系。 一 一
。．。 ，。j

1969年10月，常州市将百货、五化交，副食品，食品业务划归武进县，’‘1970年8月建

立县革命委员会商业局，统管全县商业工作。1973年调整县级商业企业机构，将生活资

料、生产资料、农副产品三个服务站改建为县百货公司、五化交公司，副食品公司、农业

生产资料公司、农副产品采购公司，业务扩大，营业正常。

·1975年一1976年先后增设外贸公司、盐业蔬菜果品公司，食品公司。韭在行政区设立

八个区商业管理所；在湖塘、奔牛、横林镇和“五七黟农场设立四个国营商店。农村发展

代购代销店五百八十二个，增加了商业网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有了发展。；但对合作

商店、个体商业、集市贸易视作资本主义尾巴，禁止发展，横加限制，助长独家经营，官

商作风，服务态度变差。
+

11：’-
。

1976年lo月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商业工作开始拨乱反正、走

向正常。1979年4月恢复县供销合作社，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商业、供销系统

分开，同时改合作商店为集体商业。1980年按照中央·“要把市场安排好，把群众生活安排

好"的指示，并放集市贸易，搞活农村经济，增设网点四十五个，豆制品、荤食品放开价

格，市场日益繁荣。，‘· ，v 。

。6

1980年贯彻缸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矽的政策，县级设贸易货栈，信托公司、商业

零售公司、日杂公司、储运公司，实行多渠道经商。1983年7月20日，建立县供销合作联

社，成为基层供销合作社和集体商业的联合组织b
、

一

1982年12月起，对基层供销合作社进行体制改革，恢复社员代表大会，和理，监事会

制度，把．“官夥办改为民办，使供销合作社成为农村商业的主渠道。同时改革集体商业，

成立集体商业总店，与供销合作社脱勾，改变=十多年来靠利用、限制、改造"的政

策。 t·． 一
：一

‘
．7

‘

≯ 。。

·1984年4月1日，县商业局、县供销合作联社分设两套班子、各负其责。

1979年起，社队商业(后称乡镇商业)发展迅猛，：公社、大队、生产队经商遍及全

县，到1983年止，全县共发展到四百五十一家。个体商业如雨后春笋，1983年底发展到二

千零十六户。这一时期，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集体商业、社队商业，个体商业竞

相发展，集市贸易兴旺发达，市场上多种经济蓝存，多条渠道流通，‘呈现繁荣昌盛景象。

1988年全民，集体商业(不含社队商业)销售总额达四亿七干八百三十余万元，刨历史最高

永平0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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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县囊销森联霪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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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家巷商业新街一角

潘家供销合作枉营业大接



上图：横林镇供销合作社

下图t国营横林镇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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