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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绳记事至文字纂史，历代不衰。文明古国文化之盛，举世闻名，均靠史册留

传；使后人得知古往今来，推动历史发展，皆赖志书阻传，足见史册志书之重要。

物价虽历代有所重视，但无专门机构，其记载均为东鳞西爪，因而资料十分贫乏，

使后人无从考究，多为费解。尤其国民党统治时期，贪官污吏侵吞搜刮，民穷财尽，米

珠薪桂，物价飞涨，致使货币贬值，危机四伏，其命运朝不保夕，物价管理何从谈起?

造成此段物价资料之空白，深为憾事，真乃遗恨千秋!

解放后，党和国家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故设物价机构，至此资料

充实，实为人民之幸。

物价是圉民经济恂重要组成部分。其涉及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领域，直

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尤其在对外开放，对内搞

活经济的今天，充分认识价值规律和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四
●

‘

化’’建设，均有着重要意义。

《辉南县物价局志))始于今日，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视，总结古今，

更丰盛世。 《辉南县物价局志》记载了辉南境域物价今昔变化，述其稳定与否，记其制

定之依据，看其工农业之发展。从垒志书中可看到新旧社会物价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性。从而体现了党和国家重视物价：￡阼，关心人民生活，施行稳定物价方针之正确。

我们坚信，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物价工作必将发挥其重要的职能作用，将成

为党和人民所关注之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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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li，实事求是的记述我县物价发展和变化。

二、本志资料起讫年代由辉南县建置始至一九八四年末止。

三、本志悉用记、志、图、袭等诸种体裁，以志为主体，多采用图表，结构层次为

编、章、节等形式。

’四、本志年代“称谓，，一般使用公元纪年，时有采用称谓习惯的纪年方法。如：

“清朝"、“光绪”、“康德，，等，同时注明公元年代。

五、本志以记史、记事为主，一般不记其人，对于所需记入的人物，便直书其名，

直叙其事。

六、：举志中货币单位、计量单位的使用，因年代不同，标准不等，均按其当时的货

币单位、计量单位为准，在此不做换算。

．七、本志资料来源予建国前的《辉南县志))、《辉南县统计汇志))、《奉天通志》，

建国后的县档案局历年档案文件。



辉南县概况

辉南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自山支脉龙岗山的西北麓。地理位置为东经125。58
7

至126。44，，北纬42。16 7至42。497。东和东北与靖宇县、桦甸县接壤；南和西南与柳河

县相连；西与海龙县毗邻，北与盘石县隔江相望。全县总面积为2247．38平方公里，东

西长66公里，南北宽60公里。据一九八三年全县土壤普查t总土地面积为3，416，083亩，

其中耕地面积811，822亩，占总面积23．76％，其它林地，草地、园地、：【矿占地，交通公

路占地、水域占地等71．24％，可谓‘‘七山半水二分半田"。

县人民政府驻地朝阳镇，全县辖4个镇，16个乡、168个村，445个自然屯。全县总

人口为367，082人，汉族居多，少数民族有朝鲜族，满族、回族、蒙古族等，约占总人

口的6．24％。

辉南县的“辉南”二字，因位于明代扈伦四部之一的辉发部古遗址城南而得名。境

内辉发河“辉发”系满语，义为染青水。另一解： “辉发”原音为“回跋”系契丹语，

义释为“允许往来"。

辉南大地很早就有人类生息，历史较悠久。境内因龙岗山斜卧东南，构成了东南部

地势较高，西北部地势低缓的自然差异，有山区、半山区和平原之分。

全县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热冬寒，伏雨充沛，春秋多风而干燥，冬季结冰

期在十一月下旬至来年三月下旬，年平均气温4℃左右，最低气温的一月份，平均在零

一F2l℃至23 6C。全年无霜105—134天。

全县有山峰5l座，森林复盖率43．9％。树种繁多，盛产东北“三宝”、术材、药材、

山果等。 ·

农业以水稻、玉米、太豆、高粱、谷子为主。

：!二：业有国营企业37家，二轻企业24家，商业企业668家，乡村企业273家，校办企

业56家。县内交通方便，铁掰、公路四通八达。邮电系统形成网络。教育事业蓬勃发

展，有各类学校219所。

县城东北15公里处有辉发山(原名扈尔奇峰)明朝海西女真部曾在此山建过都城，

称之为辉发国，后被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征服，现城垣依稀可辨，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清乾隆帝东巡曾到此山并留有诗句。距辉发山一公里隔江相对峙的点将台，原名为

月牙山，相传1745年，清乾隆帝东巡时曾于此山歇兵点将而得名。

辉南大地亦是抗日名将杨靖宇将军抗日活动的根据地之一，中共满洲省委委员金伯

阳、抗日将领曹雅范等革命先烈不幸殉难于此。

古往今来，为解放辉南大地，建设家园以身殉国的革命先烈，有口皆碑，可歌可泣，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幸福和美好，激励着全县人民i继往开来，致力振兴中

华，誓将家乡建设得更加丰饶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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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机 构

第一章物价局组织

第1节局机构沿革

辉南县物价局其前身是辉南县物价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一九八三年十

一月改称谓物价局。

建国初期(1949—1950年)县人民政府无物价机构。物价工作由政府工商科负责。

一九五一年，辉南县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下设市场管理所。是辉南县早期的物价管
理机构。

‘-JL五七年初，物价机构逐渐加强，大部商业企业相继成立了物价科、股。为适应

工作需要，七月，县人委成立了物价管理小组，负责全县物价工作。人员如下表：

龌南县厶民委员会物价管理小组组成表

一⋯一三一一竺 ：兰 堡．：：i～竺 ：堡．唑型l竺墅
辉南县人民委员会 孙 永 财。 男

辉南县商业局 汤 学 诗； 一

辉南县粮食局 ．张 国 良f ，，

县 社 单 云 开 一

手工业管理科 赢 永 贵 一

朝阳镇人委 【勾 佐 仁； ，，

’

市场管理所 }曹 福 春【 ，，

药材公司。 【胡 光 顺．f ，，

服务公司 【王 长 江! ，，

县计戈1j委员会
’

． }叶 世 昌1 ，，

商业局 』张 治 生1．，，

组 长

副组长

组 员

∥

"

，，

，，

¨

．1i

，，

∥

一九五七年。々月，根据国务院第38号文件，辉南县物价委员会正式成立，与县经



济计划委员会合署办公，对外行使物价委员会权力。委员会设主任·人，副主任二人，

委员六人。名单如下；

=韭互主生丝鱼萋．基金鱼垒““⋯—一—————————r——————————气—————T———————————～
单 位 j姓 名j性别J 职 务

．一—．—，⋯————⋯——．———————————一——⋯。—一————～—．j一—．—．——⋯．一一～⋯一⋯一—．————————i一————j————————————县人民委员会 孙 永 财 男 主任(副县长兼)

财 贸 部 刘 汉 杰 h 副主任(部长兼)

经济计划委员会 朱 文 礼 副主任(副主任兼)b

税 务 局 姚 春 甫 Jb 委员(局长)

商． _、lk 局 汤 学 诗 ¨ 委员(副局长)

工 业 科 黄 嘉 洪 “ 委员(科长)

县 联 社 沈 迪 录 ，， 委员(主任)

粮 食 局 王 振 庆 ∥ 委员(副局长)

服务公司 王 长 江 ，， 委员(副经理)

具体工作人员：临时借调商业局(季霞光)、工业局(刘启昌)二人处理日常工

作。到职时间为同年十月中旬。

一九五八年，}!}_{于左倾错误影响，物委原借调1：作人员被调出，物委成员变动很

，^。
。

一九五九年，，＼月，重新调整了物价委员会组织。副县长王殿朋兼物价委员会主任，

县汁委副主拄朱文礼、商业局副局长汤学诗兼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有关部门的七

位领导组成。为加强物价工作，县物委定编二人，张治生同志由商业局调到县计委，具

体负责物价工作。外缺一人。

一九六一年，物价委员会工作人员由_人增加到二人。张志生同志调离。潘会宝、

于守本两名同志由县社调到物委工作。是时，计委内设物价组，对外为物价委员会。一·

九六：二年以后，潘、于二名同志先后调出，单云开同志由省物委调回辉南县做物价：!：

作。

一九六三年，县物委重新改组，针对前几年人员调动较为频繁的情况提出了具体要

求，以保证物价人员的相对稳定。本届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委员十一人，

是历届物委成员中最多的一次。人员如下表： (见3页)
。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物委组成人员较为稳定。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

“文革”初期，物委工作较为正常。一九六八年县革委会成立后，物价委员会属县生产

指挥部计划组。一九七三年县计委恢复，物价工作仍属计委负责，对外称物价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九月，县革委会七十二号文件对物价委员会又做了调整。县革委会副主

任刘树勋兼物委主任，才奇昌兼物委副主任。委员有粮食局局长李俊和，社企局局长张兴

隆，县社副主任杨树桐，商业局副局长丛文志，工业局副局长张世纯，手管局副局长沈

迪录，基本建设局副局长段连才。物委最新组建后，十一月启用新公章。

一九八。年六月，根据工作需要，县物价委员会由计委分出，定行政编制五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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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任一人，工作人员四人。计委才奇昌同志担任物委领导工作，不再兼任其它职务。

四名工作人员经选调，于牟末先后到职。办公地点在县委楼内。

一九八O年八月，才奇昌同志被任命为物价委员会主任。一九八一年十月，物委单

云开同志提为副主任。

一九]k．--'-年，物价委员会再度调整。副县长姚春甫分管物委工作，设主任、副主任

各一人，委员七入。即：工商局丛文志，商业局田忠，粮食局雷祥周，县社杨树桐，工

业局张喜录，二轻局苗洪典，卫生局戴永贵。

一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县机构改革后，县物价委员会改称物价局。根据一九八三年

八月，国家物价局等单位发布《新增物价检查和农产品成本调查人员的通知》(全国物

价系统增加编制二万四千人，我省增编一千人)，我县增编十三人，其中选调七人，社

会招录六人。招录人员在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两届高中毕业生中选用。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日，社会招录人员赴梅河口(海龙县)参加全省统一考试后，择

优录用六人，其中男四人，女二人。七月初，六名同志到职。一九八四年九月，县物价

局工作人员增加到二十人，编制已满。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物价局成立了四个科。·即；

综合科、财贸服务科、农业、工业科、监督检查科(对外称物价检查所)。一九八四年

底，物价局工作人员比一九五七年的二人增加了九倍，比一九八。年的五人增加了三倍。

附：①各时期物价机构印章

②建国以来物价机构领导人更选表(1—2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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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统财壤粮文商银建工、县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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