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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现在正式付印成册，这是繁昌县工

商行政管理有史以来第一次文化建设方面的系统工程。

繁昌县于西汉武帝元封二年(一109年)建县，物华天宝，人杰

地灵。素有山川俊美、鱼米之乡之称。地处长江南岸，扼皖南进出

咽喉，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捷，历来商贾过往频繁，商业繁

茂。

新中国建立以来，繁昌县发展变化巨大，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

中全会以后，中共繁昌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改革开放政策，

全县的经济形势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繁昌县工商行政管理部1-3jl页

应经济的发展，因势利导，大力发展个体经济，支持、鼓励私营企业

发展壮大，建立各类市场，扩大商品流通渠道；加强行政执法和经

济监督管理服务工作。在当地党政领导重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和密切配合下，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繁昌改革开放，推

动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繁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翔实地记述了繁昌县工商行政管理

的历史和现状，着重反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贯彻改革开放政

策以来，繁昌县工商业所展现的巨大变化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

新的时期所展开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面貌，表现了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在经济监督中的特点与作用，体现了本地特色，具有地方性、资

‘料性、连续性和时代性。它对于我们研究繁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的历史，吸取经验教训，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在本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负责编纂‘’

的同志虽付出艰辛的劳动，但由于工商行政管理历史之长，机构变。

动频繁，资料散失不全，加之编写人员缺乏经验，水平有限，疏漏错

讹之处在所难免，希望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

1



值此志书付印之际，我们谨向志书编写过程中给予精心指导

和热忱帮助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脚踏实地付出辛勤劳动的编纂人

员以及所有支持和参与印制本志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2

繁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盛孝友

一九九四年十--,9三十El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 ，

二、建国前，繁昌县工商业及其行政管理皆甚薄弱，加之资料

散失搜集为难，留存资料极少。本志记述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着重

记述了建国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实。上限不限，

一般始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下迄1990年，极少内容延至成

稿时止。 ．

三、本志篇目结构，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共分设九

章，章以下设节、目、计分三级标题。另设卷首，以列序、凡例、概述i

大事记；设附录，以集存重要文件、资料等。

四、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史料，均按原文照录。

历史纪年，民国年份后用括号以阿拉伯字加注公元纪年。书中

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4月21 El本县解放之后，所称“建国"

系指1 949年lo月1 Et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五、地理名称，凡记述历史沿革的古地名，随更名期而改变(城

厢镇于1 955年更名为城关镇；旧县于1958年更名为新港，平沟

1961年改名平铺；小淮1966年易名新淮)。

六、计量采用现行公制，少数计量单位不明处，沿用历史旧制。

币值根据不同时期．使用当时单位，均未折成现行人民币值。

七、本志资料?主要录自档案和其他文字资料．兼参酌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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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繁昌县地处皖南北部，长江南岸，东依漳河与芜湖县为邻，南

与南陵县接壤，西以黄浒河与铜陵县分界，北濒长江与无为县相

望，总面积91 7平方公里。民国年间设5区4镇2&乡。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政区几经变更，1990年，县辖5镇16乡，215个行

政村，总人口43．7万人。沪铜铁路、芜大、芜铜干线公路贯穿县境，

县境外江(长江)，东起中沟鲁港，西终荻港庆大圩，江岸线长达45

公里，终年航船如梭，上抵重庆，下达上海。全县14条支线公路，以

县城为中心，交织连接，畅通各乡、镇。境内物产富饶，尤以矿产为

多，素有山明水秀、鱼米之乡之称。城、乡商网密布，乡、镇工业异军

突起，个体经济生机勃勃。，
． 繁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古时未设专门机构，主要由税课机

关代替；中华民国时期，县政府建设科专管，民国8年(1919年)，

繁昌县首届商会成立之后，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政府委托由商会办

理。商会系民间商人团体，主管官署、党部专门管理机关委办事项。

是政府的御用工具。历届商会的任职人员，多为地方政绅、豪商府

贾之头面人物，他们勾结官府，为虎作伥，狼狈为奸，互为渔利。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很少开展。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繁昌县委、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商

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两个方面的领导，建立起工商行政管理机构J以

具体贯彻党和国家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1950年到1 952年，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

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加强市场管理，取消物物交

易，稳定市场物价。建立国营商业机构，以国营经济引导和推动个

体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县个体、私营工商业从1950年的

1085户发展到2277户。鼓励城镇向农村推销工业品，购回农副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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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品销售，同时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会’，仅1952年就在全县4个

集镇(城关、旧县、三山、横山)举办了夏、秋季物资交流会，交易额

达85亿元(旧币)，从而活跃了城、乡交流，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

展。在工商界开展“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

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污泥浊水，击退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进攻，巩固人民政权，为开始

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953年至1956年，贯彻执行党对民族工商业实行“限制、利

用、改造”的政策，政府继续大力组织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实行粮、

油统购统销；建立国营商业批发机构；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

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生产资料的改造任务，使全

县原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同时把属于

劳动人民范畴的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组织起来，走上了社会主义

集体化道路。国营占主导地位，形成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使国民经

济有计划稳步协调地向前发展。1956年底，组成公私合营企业2

户、30人，合作商店156户，1436人，合作小组82户606人，代销

店75户，货郎担56户。全县手工业改造的户数占总户数的

97．6％，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96．42％，组织生产合作社32个

1366人，组织生产合作小组19个206人，成立公私合营1个29

人。交通运输业，成立合营船队1个，运输合作社5个。

1958年到1961年期间，由于对县情和经济基础缺乏认识，以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大办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

滥，盲目地对不同体制的工商业实行“大撤大并"、“大放大下99、‘6大

购大销”，对农村集市贸易统得过严，管得太死，工、农业生产遭受

巨大损害，市场物资奇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损失。1 962年贯

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调整工商体制，开

放集市贸易，全面进行企业登记，采取各种措施，使全县工商业得

以恢复和发展。1965年底，全县共有工商企业232户，539个生产
、 5



经营单位。
“

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

干扰，社会主义法制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受到严重摧残，全县工商

行政管理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1 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

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清除

过去“左’’的影响，按照“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原则，开放集市贸

易，打破地区封锁界限，使多年阻塞的商品流通渠道获得畅通。工

商行政管理以“放宽、搞活、支持、服务、管理"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

指导思想，全面开展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登记发照工作，建立

经济户口，开展经济合同、商标、广告管理等工作。随着中央(84)1

号和(85)1号文件的贯彻执行，进一步放宽各项经济政策，一切从

兼顾城、乡实际利益出发，市场管理由“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

全系统开展“五好集市"活动，扩大服务项目，增设市场服务设施，

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工商企业

登记发照，实行“四放宽99五突破”、“一简化’’的原则。经济合同鉴

证管理广泛展开，商标、广告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已为全社会

所重视。在大力做好支持生产、促进流通、协调关系、广开生产门路

的同时，对经济领域中的投机倒把和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经营活

动进行重点打击和处理，有效地保护了合法经营和社会主义经济

秩序。1993年底，全县城、乡集市贸易从解放初期的9处发展到28

处．总计投资1413．7万元，新建各类市场13个，形成集市贸易管

理网络。工商企业得到长足发展，全县各类工商企业达1 728户，

64158人，注册资金29531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264户，。

11303人，注册资金15192万元；集体企业1437户，50584人，注册

资金12800万元；联营及其他类型企业27户，2271人，注册资金

1539万元；个体经济从1 950年的干余户发展到5282户、9845人．

为建国初期的五倍。商标注册从1982年零的突破，发展到38件，
6



且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大大提高。经济合同已经成为各种不同经

‘济性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在经济交往中用以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职工人事教育，业务文化培训，已

经步入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廉政、勤政在全系

统蔚然成风，职工队伍群体素质大大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繁昌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繁昌

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走过了40年多年的漫长历程，虽然其间有过

挫折和“左’’倾思潮的干扰，但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为维护社会

主义经济秩序，促进繁昌经济的健康发展，仍然发挥了应有的作

用。今天，繁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认真贯彻执行放开、搞活的经济

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强化监督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把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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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清宣统三年(1911年)。

自四月初一起，霪雨连绵，昼夜不息。刻值麦收季节，被水侵

害，大半霉烂。六月又大雨兼旬。山洪江潮同时暴涨，圩田、洲地破

漫十数处，禾苗尽受淹没。西、南、北三乡市场米价飞涨，灾黎入城

避水者途为之塞。

是年，桃冲村民胡尺君在长垅山发现露天铁矿。广东省米商霍

守华闻知，集资百万元，领取采矿执照，1913年正式成立“裕繁铁

矿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市广东路36号，分公司设于芜

湖市洋街，霍守华任总经理，陈仲衡任助理，张琴典任矿长。

民国七年(1918年)

胡尧山、张子琴等11户领得省批执照开采煤矿，至1938年日

军入侵后停业。

民国八年(1919年)

繁昌县成立商会组织，会长王瑞涛。

民国十九年(1930年) ．

三山地区粮食奇缺，一块银元只购得8市斤粮食，县政府购进

外国大米，平粜供给。

’

民国二十年(1931年)

9月，地主富豪趁水荒之年封仓抬价，大小集镇经常闭市不卖。

粮食。共产党组织发动群众夺粮，大小洲、高安圩、保大圩、丰裕圩。

等地灾民几日内打开100多座仓库，夺得地主存粮。国民党当局派

8



兵镇压。参与“平粮’’的有5人在旧县镇被害。

民国二+三年(1934年)

天大旱为空前所未有，山田禾枯似草，值此农村经济破产之

际，为维护商民的正常经营和社会秩序之安定，县政府敦促县商会

在各大商户筹集资金，从四川、安南等地购得300多担大米济民，

补贴亏本经费800银元。

6月20日，县长汪淮亲赴城北大乘庵，焚香叩头求雨。

民国二+五年(1936年)

县长卓衡之下令拘捕逃赋漏税的豪强府绅。

民国=十六年(1937年)

12月10日和13日，南京、芜湖相继沦陷，日军直逼繁昌，沿

江百姓纷纷逃难。

民国二+八年(1939年)

4月、成立繁昌县城厢镇商民抗敌协会，吴报甲任主席。

端阳节，城厢镇商民为感谢新四军的抗日杀敌，给新四军三支

队送去生猪2头，白酒200斤，以及牙膏、毛巾、糕点等一大挑。还

送去大红绸软匾一块，上款写“皖南新四军全体官兵德政”；中间

12个大字：“英勇杀敌，消灭倭寇，保卫祖国’’；落款是“繁昌县城厢

镇商民抗敌协会敬赠"。支队首长谭震林接见了商民代表。

是年，旧县、三山、横山、峨桥先后沦陷，各镇商会改为商务会。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

日机9架轰炸县城、荻港等地，投弹94枚，死3人，伤222人，

炸毁房屋195间。商民、百姓纷纷逃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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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至1944年，日本商人在荻港镇设立西海、神谷、大阪洋

行，控制附近市场，抢购粮、油运往东北。

民国三十年(1941年)

民国县政府为禁止汪币内流，换用省钞，并进行经济封锁，杜
绝法币外流。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8月19日，民国政府发行“金圆券"，限令各种货币按当天市

价折合金圆券，时称“八·一九"限价。城厢镇豫元祥布店，折合人

民币1400多元的布匹被抢购一空。限价后，货币贬值，物资奇缺J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4月21日，繁昌县全境解放。22日南繁芜总队长王安葆和中

共繁昌县委书记阮致中接管民国县政府。

5月5日，宣布成立中共繁昌县委员会、繁昌县人民政府。

6月，县人民政府工商科成立。

1 950年

1月，撤乡划区，全县设8区1 63个行政村。

‘

1 951年

在城厢、荻港两镇相继成立粮食公司、中百公司、专卖批发处

等商业机构，以国营经济为领导，推动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1952年

3月，组成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

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工作队，分赴各工商企业开展“五反”运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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