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
jii

原国家工商局副局长左平为本书所写的序

ef乙H J二j



J

oi，情，』



_；}；，■．一I-■f▲■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l
‘

序

余干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收集整理的《余干县工商行政管理志》，

把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系统地、完整地整理出

来，展示出余干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中，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很好地发挥了它的职能作用，取得

了丰富的经验。书的出版，对于宣传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和作用，加

深人们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认识；对于培养教育工商行政管理干部，指

导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会起到广泛有益的作用，不仅具有它的历史价

值，且将作为一项精神财富保存下来，传诸后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随着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嘞针的深入贯彻，对外开放，对内
搞活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随着旧的经济体制的广泛深入改革，新的

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调节范围

的逐渐扩大，新兴行业的不断出现，横向经济联合体和外资企业及中

外合营企业的日益增多；随着政企分开，业务主管部门经营管理职能

的缩小，这一切决定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工商业经济活动和市场经

济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和协调服务的任务更加繁重了。通过工商行政

管理的各项工作，把经济管好搞活，促进生产发展，活跃商品流通，

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保障合法经营，制止非法经济活动的职能更



加突出了。盛世修志，为借鉴历史，开拓前进，更好地服务四化，余

干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编写了这本史志，相信余干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的同志们在开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新局面中，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左．、平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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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古老的中华又焕发了青春，一个盛世

余干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就是在这种新形

志工作从一九八六年三月中旬开始，至七

个多月。’编纂过程中，共翻阅档案=百三

十多卷，其它资料一百多本(份)，抄录资料卡片二千一百多张，四

十余万字。编成志书共九章十七节，另附有工商行政管理大事记，全

书约十一万字。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地区工商局，县志办的直接指导，以及县

档案馆．原县工商联各界的老一辈和曾经担任过工商局领导的老同志

的大力帮助和密切配合，提供I：I碑资料。特别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原

付局长现任顾I'．-J的左平同志给本志写的《序》，对专志给予了热情的

称赞和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编纂专业志，是一项

新的工作，我们缺乏经验，加之文化水平有限，历史资料不全，在内

容的安排和文字的叙述上，难免出现谬误和遗漏，欢迎大家提出批评

意见，

余干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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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以马克思列宇主义为指导瞻做封坚持马列主义f?毛译东j思

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的

路线。用新翌寰一；誓方‘法、i誓材料遵争撰写__：≯：‘≥i鬟lj矗毒
二、断限

本志上起一九四九年，下讫一九八五年。

三、结构

本志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及各项具体

管理工作。对涉及到清代末期及中华民国时期的资料也予以上溯记

载。

四、纪年

本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律采用公年纪年．

五、文体

本志的体裁为语体文、记述体，但也不排除一般浅显通俗的文言

文。引用史料，均按原件文体照录．

六，横排竖写

事以类从，按类分章，分级横剖，章节目层层相辖，纵叙史实，‘

展现事业发展的兴衰起伏．

七，详今略古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为本志的编纂原则．由于我县的工商行



f·一

政管理机构几经变迁，积存资料很少，搜集的资料也极为有限。因

此，这一时期的我县工商业发展和管理情况写得较略，三中全会以后

的情况写得较为详细。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以资料多少而具体对待；

略中也有较详之处，详中也有较略的部分。
‘

我们在编写本志的过程中，搜集到的资料，约四十余万字。’有些 ◆

问题：有明显的缺漏，不全面也不系统，有待于今后补正。

：八，金额单位 ⋯ 一

本志有关建国以来的金额数据均以现行人民币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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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隶属上饶地

乡毗连，北和新建、

鄱阳相望。全县总面积为二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属亚热带湿润性气

候。。 一

一余干是座古老的县治。春秋战国时期，先属吴，后属楚。至秦始

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 2 3)实行郡制，时余干属九江郡。建县乞今

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且县名变更频繁：汉日余汗，宋日余干、

齐．梁、陈复日余汗，。至隋朝又改余汗为余干，一直延用至今．

余干县山清水秀，风景诱人。自古人杰地灵，历代名士辈出：

汉有长沙王吴芮，十万户列候梅锅，理学家张遐；宋有右丞相赵汝

愚，礼部侍郎李伯玉；明有理学者胡居仁、张吉等。名胜古迹很多，特别

以明太祖创建的忠臣庙、县城的东山八景而闻名于世。解放后，人民

政府将东山岭辟为烈士陵园，供人们游览瞻仰。东、西两峰翠柏浸

山、凉亭遍冈，雄伟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屹在东峰之巅，显得格外肃穆

壮观。加之琵琶洲相衬，每年春涨，岭上的景色倒影在宁静的市湖

里，犹如绚丽多姿的画图镶嵌在明镜之中。站在洲侧眺望，令人心旷

神怡，流连忘返。

全县设三个镇，二十五个乡，五个农林场，j总人口682000余人。农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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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清末民初，‘．我县的工商业就初具雏形。不少的商品占据了·定的

市场。得到社会上的赞誉：县城余干镇傅福安刀铺制造的铜把剪刀，工 ．

芜独特：5造形美规i远销色拿马、’法国：’英国0俄国：加拿大等国。1

1 91鸹年j渗加也拿马展览比赛名列前茅，。获特等金质奖。1 935年又在

赣浙五金产品展览会上获甲级奖。、-’ ．二- ，：．： i守·芬：，’‘ 一

r?：我县钧风味品也别具二格?。瑞洪镇i“阮庆祥"豆豉铺、、生、产、的豆

豉、‘．具有质浓鬈色纯二．味鲜等特点，1·浸泡数次浓度不减；!i其味照样鲜

美，成为湖南、湖北、福建、江西等省的畅销品。 ，：，‘i‘ ，：Ⅵj下

二 黄‘埠镇生产的豆传丝(又名兰花根)2，以细柔4：色白，香脆哥口而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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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在余江，万年¨贵溪，景德镇等地占据了一定的市场。．此期间

上市的土特产有银鱼、，瓷土、芡实。土产品有稻谷，r棉花，油脂、芝

藻，大，’小麦、茶叶以及各种豆类等物资。丰富的资源加上，各业初．

兴，’使得我县的工商业逐步得以扩大。

1 942年，余干沦陷，日寇推行三光政策r将县城和大部分村镇焚

劫一空，不少商贩流落他乡，另找生涯。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长

期通货澎涨的影响，使我县的工商业遭到严重的摧残，店铺摊点寥寥

无几。经济处于极其萧条的状态。 ，．
：

1949年5月1 5日，，余干解放。我县的工商业在人民政府的组织下·

逐渐得以恢复。但是，．由于从旧社会接过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破烂

摊子、，加上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致使我

县的工商业恢复缓慢。为具体贯彻各级党和政府对我县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方针政策、指导工商业的发展，1 950年‘4月，设置了县人民政府

工商科。。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工商业普查登记。国家银行、．国营商业

采取贷款一、代销、舞销和供给货源等一系列措施，使原来歇业、停

业的商店进行了复业，激发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全县

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少数不法资本家趁国家

刚刚建立政权之机，乘恢复国民经济之际，刮起了涨价风，囤积居

奇，哄抬物价，扰乱金融，并大肆叫嚷“分工论”．，企图破坏无产阶级

对市场的领导权；党和国家针对这种情况，开展了“三厦，，．、‘，五

反，，运动，及时击退了不法资本家猖狂的进攻，．从而巩固了党和国家

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

了有利的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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