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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局

r汀零蓟

一 ▲商业局办公楼



▲糖果糕点厂大门 ▲一九八四年园蛋糕

荣获国家银质奖

▲糖果糕点厂全景

▲饼干生产线 ▲园蛋糕生产车间



卜商业火厦

v百货商场

▲解放路百货商场

●百货大楼



◆纺织大接

▲纺织品采购供应站

▲大桥综合商场



《故路五变化商场

●十字街五金商肥



◆兴华副食品商场

-滨河大厦

▲乳制品厂

●
南
门
副

食
品
综
台
商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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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食水产经营部



▲醴陵饭店

▲饭店宾馆楼

▲果菜商场

▲瓷城摄影社

▲醴陵酒家

▲豆制品酿造厂



醴陵《商业志》勘误表
章 节 页 行 字 误 正

城区商业网点示意图 3 右 上 五交化大．楼 五交化商场

城区商业网点示意图 3 左 中 新 达商 场 兴 达商 场

城区商业网点示意图 3 左 下 豫 华 乐 园 裕 华 酱 园

城区商业网点示意图 3 左 下 百货纺织批发大楼 百货针纺批发大楼

城区商业网点示意图 3 左 下 东北楼饮食商 东北楼饮食店

城区商业网点示意图 3 左 下 针织品专店 针 棉专 店

城区商业网点示意图 3 左 下 十字街五交化商场 十字街五金商店

城区商业网点示意图 3 右· 下 大正兴街副食店 中山南路副食店

概 述 1 14 14 潼 矿 潼 圹

机 构 沿 革 59 3 2 l 6 S 6年 l 9 5 6年

机 构 沿 革 64 倒4 20 县 具

行业经营纺织业 80 16 1S 末 未

行业经营百货业 93 9 9 贷 货

行业经营工矿贸易 117 8 11 1985．1 1985．6

行业经营副食品业 139 4 倒3 筒 ’

简

行业经营副食品业 14l 3 倒7 筒 简

行业经营副食品业 144 l 6 筒 简

行业经营副食品业 144 3 20 筒 简

七
行业经营副食品业 146 S 3 买

头
lS 4 土 假行业经营副食品业 146

lO 19

行业经营副食品业 138 柞 榨
14 12

行业经营饮食服务业 160 倒l。 l 王 黄

行业经营饮食服务业 167 8 末 16； 16l

行业经营饮食服务业 167 9 末 10 lOS

商 办 工 业 174 7 20 向 问

一1一



续上辰

章 节 页 行 字 误 正

商 办 工 业 175 倒2 6 983．8元 983．sT元

商 办 工 业 178 17 3 简 筒

商 办 工 业 178 倒3 6 1985底止 1985年底止

商 办 工 业 179 8 7 (“一2) (1l一12>

商 办 工 业 199 8 1、2 糕点 粉丝

仓 库 运 输 207 13 7 位 吨

仓 库 运 输 207 13 30 位 一 吨

企 业 管 理 231 4 S 成 配

企 业 管 理 249 1 9 鸡 鸭

企 业 管 理 260 2 1 (二'

一"
职工队伍教育福利 270 倒4 18 一， 一’

职工队伍教育福利 272 倒3 30 896人在 896人，在

职工队伍教育福利 274 倒6 5 撤 撒

职工队伍教育福利 274 末 20 茹 菇

职工队伍教育福利 295 倒3 末 26人 29人

名 店 名 产 304 12 18 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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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

编写小组：

审 稿：

数据审核：

摄影制图：

校 对：

c《醴陵商业志》编纂人员名单，

组长 张涤生

副组长 谭恺荣

成员 吴济晓

张云海

陈玉奇

吴济晓 谭恺荣 张云海

醴陵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稿小组

傅喜生 黄纯民 黄保生

贺顶华

沈 勇 喻光华

吴济晓 张碧波



商业之起源

我国北部为黄河流域，多丰沃之地，汉族自西北方移居于是，人口

渐自繁殖，建诸部落，人类既蕃，则需要愈多，知识渐开，则欲望愈

奢，于是交易之途启。中国之地，宜于农桑，其时男务耕耘，女勤蚕

织，以为衣食之源，而用以互相交换，农有余粟，则以易布，女有余

布，则以易粟，此交易之始也．既有交易，于是市因以立，⋯⋯市廛既

立，交易益便，于是有储藏以待人之需要者，是为商业，买于彼而卖于

此，为交易媒介，取小利以营生，古所谓逐什一之利者，是以商为业之

始也．

录自《中国商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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