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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陵川县经济和信息化志》

陵川县人民政府县长石云峰

《陵川县经济和信息化志》编竣付梓之际，编者力邀为本志作

序。翻阅这厚重的书稿，欣慰之感油然而生。

陵川一地，历史之悠久，文化之繁盛，山川之秀美，极目行巅

无与伦比也。然自古而今，因关山之险阻、交通之闭塞、地土之瘠

薄，而致经济之落后也是不争之事实。唯其如此，勤劳之陵川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60余年来，以艰苦奋斗之精神，以坚韧不拔之毅

力，致力于发展工业、繁荣商贸。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陵川人民

解放思想，奋力拼搏，抢抓发展机遇，全县经济社会呈现出较快的

发展势头。“十一五”期间，陵川人民更是以“工业强县”为发展战

略，立足煤炭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全县工业项目日渐增多，商贸

流通品类齐全，一大批工业项目成为支撑陵川经济的坚强柱石，

为“十二五”时期主要经济指标翻番、再造一个新陵川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此时此际，《陵川县经济和信息化志》的编纂出版，真实地再

现了陵川地域经济的历史轨迹，客观地记录了当代陵川经济发展

转型升级的进程，更重要的是给后世留下了前人不甘落后、奋然

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由此，激励我陵川的后来者继承前贤团结

共进、改变面貌的意志品质，并汲取前人可资可鉴的经验教训，从

而创造陵川更加美好的新明天。

是为序。

二。一一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本志旨在有益当代，荫泽后世，坚持“存史、资政、团结、育

人”的原则，力求客观记述陵川经济和信息化事业的发生发展过

程，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并注重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

有机统一。

二、本志内容，上限为可追溯年代，下限为2010年底，部分内

容顺延至本志出版之日。

三、本志分十二章，章下设节、目，采用记、述、志、图、表、录体

裁，以志为主，以事分类。

四、本书纪年，原则上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涉及历史纪年的内

容，后括注公元纪年。

五、本书行文，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言。

六、本书用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公布

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数字遵守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

表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计量以国务院1984年2

月27日公布的《关于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

引用或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在行文不可避免时照录。

七、本志资料来源除引用典籍原文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志中凡涉及建置、地名、单位、职务等，均依照当时称谓。

九、以上未尽事宜，择宜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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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第一章机构沿革1

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行政机构

陵JiI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简称县经信局，以下同)，根据《中共陵川县委、陵川县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陵川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陵发[201015号)，始设于2010

年，是县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

1945年4月，陵川全境解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陵川县政权组织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肩负起巩固新政权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使命。从1953年开

始，陵川县各级政权组织带领全县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6年底逐步完成了

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陵川县的国民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新中国建立后的60年中，陵川县人民政府的工作机构随着形势的发

展和工作需要曾不断改变，县经信局的前身机构也随之被撤销、合并、更名。

1952年，陵川县人民政府增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等6个机构。

陵川县财政经济委员会(1952．3—1954．6)

主任段集锐(兼，1952．3—1952．7)

陈奇(兼，1952．7一1953．8)

张王成(兼，1953．8一1954．6)

副主任郝钦(兼，1952．3一1953．7)

段纯忠(兼，1953．7一1954．6)

1954年6月，陵川县召开第一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后县人民政府下设机构未

变。1955年先后增设计划委员会、手工业联合社，并撤销了财政经济委员会。1956年增设

工业局。

陵川县财政经济委员会(1954．卜1955．1)
主任张王成(兼，1954．卜1955．1)
副主任段纯忠(兼，1954．卜1955．1)

1956年12月，陵川县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陵川县人民委员会一九五

五年财政决算和一九五六年财政预算报告的决议》等。

经信志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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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陵川县召开了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11月，陵川、晋城、高平三

县合并为晋城县，陵川县人民委员会撤销；1959年7月，根据晋东南专署指示，陵川县从

晋城县分出，恢复了陵川县人民委员会。

1960年6月，陵川县召开了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为完成和超额

完成一九六零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等。为扭转经济困难局面，县人委在1961年3月

将手工业联合社改为手工业管理局；5月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1962年4月在精简机

构中，县人委撤销计划委员会、经济建设委员会等单位，成立了经济计划委员会。1963年

4月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设立了财贸办公室。

陵川县经济建设委员会(1961．卜1962．4)
主任 阎青山(1961．卜1962．4)
副主任陈德印(1961．卜1962．4)

王保荣(1961．扣1962．4)
陵川县经济计划委员会(1962．4_1963．6)

主任王保荣(1962．4_1963．6)

副主任栗周仁(1962．4—1963．6)、

陵川县财贸办公室(1963．4．1963．6)

主任段成森(1963．4-1963．6)

副主任任双泉(1963．4一1963．6)

王跃峰(1963．4-1963．6)

1963年6月，陵川县召开了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本届人大会期间，县人委下设工

作机构变动涉及经贸的是1964年5月撤销经济计划委员会，恢复了计划委员会、经济委

员会。

陵川县经济计划委员会(1963．卜1964．5)
主任王保荣(1963．卜19“．5)

陵川县经济委员会(1964．5一1966．1)

主任李德华(1964．5—1966．1)

副主任石永芳(兼，1964．5一1966．1)

陵川县财贸办公室(1963．卜1966．1)
主任段成森(1963．4_1965．3)

侯福明(1965．3—1966．1)

副主任任双泉(1963．卜1966．1)
1966年1月，陵川县召开了第六届人代会。5月，县人委撤销财贸办公室。

陵川县经济委员会(1966．1一1966．5)

2 I经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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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李德华(1966．1一1966．5)

副主任石永芳(1966．1—1966．5)

陵川县财贸办公室(1966．1—1966．5)

主任侯福明(1966．1一1966．5)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5一1976．10)，陵JtI县政权组织沿革大致可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至1967年3月1日，“造反派”非法夺取县人委的一切权力。

第二阶段从1967年3月至1976年10月，在这一阶段里，陵川县政权领导机构是陵川县

革委会，其工作机构是“一办五委”：办公室、工业交通委员会、农林水利委员会、文教委员

会、计划委员会、财贸委员会。1976年2月工业交通委员会设职能办公室：工交办公室。

同时保留财贸办公室。

陵川县经济委员会(1966．5一1967．3)

主任李德华(1966．5—1967．3)

副主任石永芳(1966．5一1967．3)

陵川县工交办公室(1976．2—1976．10)

主任(缺职)

陵川县财贸办公室(1976．2_1976．10)

主任 (缺职)

1976年lO月，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6年10月至1981

年12月陵川县第七届人代会召开之前，为适应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县革委对其下

设工作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对涉及经济工作的机构予以充实加强。

陵川县工交办公室一陵川县工交建办公室(1976．1卜1981．12)
主任(缺职)(1976．1卜1979．8)

杨生芳(兼，1979．8一1981．12)

副主任 阎青山(1977．旷1981．7)
李守文(1977．1卜1980．2)
申清河(1977．1卜1980．2)

陵川县财贸办公室一陵川县财贸委员会(1976．1卜1981．12)
主任(缺职)(1976．1卜1981．9)

宋有喜(1981．9---1981．12)

副主任徐志义(1976．1卜1981．12)
窦乃荣(1977．7一1981．12)

韩文林(1977．1卜1979．6)

经信志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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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有喜(1979．4-1981．9)

侯福明(1981．1卜1981．12)
1981年12月，陵川县召开了第七届人代会。到1984年3月，撤销工交建办公室，恢

复经济委员会。1984年3月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财贸办公室合并为计划经济贸易

委员会。

陵川县工交建办公室一陵川县经济委员会(1981．12_1984．3)

主任杨生芳(兼，1981．12—1983．3)

(缺职)(1983．3一1984．3)

副主任 岳志远(1983．4_1984．3)

陵川县财贸委员会(1981．12一1984．3)

主任宋有喜(1981．1卜1984．3)
副主任徐志义(1981．12—1983．9)

窦乃荣(1981．12—1984．3)

侯福明(1981．12_1984．3)

段成森(1982．1—1984．3)

陵川县计划经济贸易委员会(1984．3—1984．5)

主任 (缺职)

副主任宋贵锁(1984．3一1984．5)

张录魁(1984．3一1984．5)

徐存有(1984．3一1984．5)

1984年5月，陵川县召开了第八届人代会。本阶段，县政权组织也有较大调整。计划

经济贸易委员会分设为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财贸办公室。

陵川县经济委员会(1984．5一1987．4)

主任(缺职)

副主任赵天忠(1984．5一1986．1)

宋贵锁(1984．5一1987．4)

陵川县财贸办公室(1984．卜1987．4)
主任张录魁(1984．卜1987．4)

1987年4月，陵川县召开了第九届人代会。本阶段，县人大、县政府的工作机构及下

辖政权组织未有变动。

陵川县经济委员会(1987．卜1987．10)
主任(缺职)

副主任宋贵锁(1987．4_1987．10)

4 I经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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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财贸办公室(1987．4_1987．10)

主任张录魁(1987．扣1987．10)
1987年11月，陵川县政权组织机构仍然延续1987年4月县九届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领导机构。陵川县经济委员会(简称县经委)是县政府管理工业经济的职能部

门。其主要职责是：宏观指导全县工业经济运行；对企业进行政策性引导和法律、法规以

及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协调管理工交各局、总公司，促进工交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县经委

内设办公室、生产科、企业科、技改科。编制12人，其中副科以上职位4人。2002年5月，

在县级政党机构改革中，县经济委员会和财金贸易委员会合并，组建经济贸易局。

陵川县经济委员会1987．1 1—2002．5)

主任(缺职)(1987．11一1990．2)

申清河(1990．3—1992．11)

李秋贵(1992．11—1993．6)

樊立志(1993．8—2001．3)

张国文(2001．3—2002．2)

(兼，2002．2-一2002．5)

副主任宋贵锁(主持工作，1987．11—1989．4)

申清河(主持工作，1989．4_1990．2)

李福喜(1989．卜1992．4)
樊立志(1989．卜1993．7)
郭足法(1 994．7一1998．1 2)

陈鹏(1995．2-1997．4)

(兼，1998．12—2001．2)

杨福德(1994．2_1998．12)

赵全文(兼，1997．4_1998．12)

王米贵(1997．4_1998．12)

王其生(1997．4-2001．2)

秦青瑞(1998．1卜2001．6)
牛保印(1998．12q002．5)
王面儿(兼，1998．12—2002．5)

陵川县财贸办公室一陵川县财金贸易委员会(1987．1l—1989．3—2002．5)

陵川县财贸办公室一财金贸易委员会(简称县财委)是县政府主管全县财贸系统工

作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对全县财贸经济运行实施宏观管理；制定全县财贸经济发展规划，全面指导和协调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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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税收、工商市场管理、金融保险、商品流通等各部门工作，监督、检查、促进系统各部门

完成相关工作任务。1987年1 1月，县政府下设县财贸办公室，1989年3月撤销县财贸办

公室，成立县财委。县财委成立后，隶属县政府领导。主任由人大常委会任免，副主任由县

政府任免。2002年5月，在县级党政机构改革中，财委和经委合并，组成了陵川县经济贸

易局。

陵川县财贸办公室(1987．11一1989．3)

主任张录魁(1987．1 1—1989．3)

陵川县财金贸易委员会(1989．3--2002．5)

主任张录魁(1989．3—1990．3)

牛志盛(1990．3一1993．8)

刘义成(1993．8—1998．1 2)

赵文祥(1999．1—2002．3)

(兼，2002．3—2002．5)

副主任崔富肉(1989．3一1990．2)

赵东凤(女，1989．1卜1990．11)
张荣贵(1990．2_1991．10)

郭瑛(1992．4-一1992．10)

李孝忠(1992．1卜1995．7)
王佳平(1993．8_2001．2)

张昌贵(1995．2--2001．2)

2002年5月，陵川县经济贸易局组建，是县政府负责国民经济运行和县域经济贸易

调控的工作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宏观调控：监测、分析经济贸易运行态势，宏观调节其日常运行，参与全县国民

经济发展目标研究和中长期规划的制订工作，编制近期经济贸易运行调控目标并组织实

施；组织重要物资的紧急调度和交通协调工作，负责经济运行中生产要素的协调工作；组

织协调解决经济贸易活动中的重大问题并向县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贯彻执行国家

产业政策，指导工业结构调整，提出重点产业重点产品的调整方案；联系工商领域社会中

介组织并指导其改革与调整；组织拟定工业、商贸方面的综合性工作目标、任务并组织实施。

(--)监督管理：负责经贸信息网络建设，收集、整理、分析并定期发布经贸信息，为

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研究和规划投资布局，指导除国家拨款以外的工商企业投资发展方

向；指导工商企业利用外资工作，制定工商领域外来资金投资规划并进行监督；研究制定

国有企业转让资产、股权、经营权地方性政策并进行监督；指导企业开展市场化经营；制

定全县民营经济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协调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拟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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