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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饼孵的师傅正在烤制核桃饼

广元饭店浴池工人全国商业系统劳

动模范，r怀恢正在々心为人修脚

广俚乎得利神表行的老师傅们在精心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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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县商业志》现在出版了。这是广元地区商业发展史上的第一部志书，是参与修志

全体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的丰硕成果，是广大商业职工盼望已久的“佳音黟，，也是·部具有地

方特色的商业历史资料。

‘广元县商业志》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了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了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据事实，重在考证

基长上展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对于出现在编纂过程中的观点，倾向、是非，功过，经

验、教训等均寓事实于史料之中，保持了历史的原貌。在文体上尽量做到严谨，朴实。简明

流畅，通俗易懂，读来令人颇有兴味。

‘广元县商业志》全书共八章二十六节，十二图四十表，计约廿五万字。时限I．。上溯公

元一七五四年，下迄公元一九八五年，其间共二百三十一年。同时编辑了广元建市后的部份
数据，作为附录以资参考。全书主要叙述了商业机构，党群工作，商业管理、商业态势，商

办工业、私营商业，名特小吃，名店简介，商业轶事等等，这对于鉴古知今，．承先启后，继

往开来，为“四化黟建设服务，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广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则天出生的地方，因此而闻名于世界。她的影响，．使唐

以后的商业，文化逐步发展。

广元，是三省四通之轴心，是蜀门重镇，也是川陕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i得天独

厚的地理条件，从秦代开始，在历代建置的沿革上，．-直都是县，郡，州，府．路，．署，．市

的治地。政治中心推动了商业、贸易，金融：交通，文化，旅游，饮食，服务等行业有7相

当层次，相当规模的发展，在宋朝时广元商业就进入了鼎盛时期。宋朝名相司马光幼年随父

就读利州时，曾作诗· 。舟航日上下，车马不少闲。近邑辏商贾，远峰自云烟移。成为千古

名句，充分反映了当时商业兴旺发达的景象。 ’一¨“，o一

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元市政府制定的搿以商兴市，振兴广元经

济彦的战略方针推动下，广元的商业将会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当然，本志的成功与否，还要靠历史的检验，读者的评说，我们殷切盼望不吝赐教，以

期改正。

受编委之托谨以是为序

麓永鸯

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

l



凡 例

’

一，本惠记述全县商业活动的历史和现状。上溯到清朝末期，以有据可查为准。由于

I蛆5年2月广元建市，县商业局结束，本志所用部分经济数据费科，只列到19“年．

二，本志虽为广元县志企事业分志，但广元历来都是重要货物集散市场，为反映全貌，

徐县供销合作社及粮食、医药系统外，凡在广元的各二级站，均纳入记述。 、

兰，币制，按各个历史时期当时市面通行的货币单位计算，一般不加注。

四，为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产发展和经济建设成就，所用县商业系统的经济数

据分别以1949年(或该单位成立后第一次统计数字)、1957年，1965年，1978年，1980年，

19双年作为基础数字相比较。

五，大事记中所列大事，都是影晌大，作用大，意义大的事件，解放后各国营公司的建

立或改组都巳记入第一章商业机构，大事记中不再重复。

六，曾经由县商业局领导管理而现巳属供销合作社或医药局等单位的，为避免重复，本

忘只作简略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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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广元设西荚，‘对来往商贾征收各种税凝，，每年数千

两冉银，多的年份达到万余两(旧广元县志称当时“西关街水陆要冲，居民商旅人烟i辐

辏一)。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元成立县商会。(成都商务总会成立于清·宣统元年

且P1909年。)

民国十四年，(1925年)广元县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商业大会——搿广元劝业会黟，历

时一百三十余天。大会发出请帖，成都、重庆，合川，顺庆(南充)，保宁(阆中)，江油，创

阁，昭化，通江，南江、巴中及陕西的汉中、褒成、宁强、凤州，甘肃的徽县，成县等二 J

十多个县商业的八大帮派代表出席了大会，总共有三十余万人到会，大会客观上推动了广元

商业的发展，迎来了西秦、渝，合，顺，保等各帮，为广元商业的日趋繁荣打下了一定的基
囊

础。

民国二十四年，(1 935年)开始修建川陕公路，昭化县的一些士绅不愿让路基占地，借

口路成之后，昭化小县应付不了众多过境军队的差夫之事，于是筹银币二千元贿赂川陕公路

筑路工程指挥部，乞请改道。致使川陕公路改经宝轮院通过，昭化县城失其重心，市场日益

萧条，商业逐渐萎缩。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昭化成立县商会。

民国三十年(1941年)国民政府经济部正式指定广元为货物集散市场。广元水陆两便，

万商云集，被誉为“小成都帮、“小上海黟。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法币改金元券，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金元券改银元券。 ．

由于滥发货币，致使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无法控制，城市米面几绝来源，其它日用品，如

油，糖、肉类、纸烟，柴炭、百货．布匹等项零销，皆供不应求I米，面、油、肉、柴、炭

等民生必需之类，则每至下午．辄成有钱无市之局。 蕾

1949年12月14日，广元县解放，12月29日，广元第一个国营商业公司一一剑阁专区贸易

公司成立。

1950年，广元县政府设立工商料。

1951年，为了促进广元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广元经济繁荣，县人民政府工商科邀集工商

联筹会，各行业公筹会、国营专业公司及各机关团体，学校，举办了历时十一天的广元县春

节物产赛会。

1951年，抗美援朝，广元工商界捐款八亿八千万元。

1952年，广元县工商联合会成立。

1952年，全县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黟运动，进行了反行贿受贿

e



●

皮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口五反帮运动。

1953年广元百货采购供应站成立。 t ¨

； 1058年广元石油采购供应站成立。’：

1956年2月，全城区各行各业1149户敲锣打鼓向中共广元县委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或合

’作化，中共广元县委第十次扩大会议决议，批准粮食4户直接过渡为国营商店，其他行业批

准公私合营721户，合作店393户-。

1956年，广元县政府撤销工商料，成立广元县商业局。
‘

1957年，广元县服务局成立。 ，

：。t957年，昭化县商业局成立。 ：。·

1958年，广元县商业局，服务局、供销合作社，县政府农采料合并为广元县商业局、o

1958年，昭化县i广元县合并，两县商业局同时合并。

：’1,958年，全国搞搿大跃进节，．广元县商业系统百分之五十的人员离开商业工作岗位。

1961年，为缩短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的差距，糕点，糖果、酒类、钟表等商品执行

高价销售。 ’． 一

‘ 1962年，广元五金采购供应站成立。

1962年，供销合作社从商业局划出。 ’· J

j 1叼J6；4年，广元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o t．

1 965年，高价高品全面恢复平价，敞开供应。

1966年，广元县商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供销合作社三合一为广元县商业局。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彦开始，城区146个合作小组被取消，、公私合营招牌被砸，停止

’支纣公私合营资方人员的定息。．

1968年3月，县商业局后院宿舍发生自制土爆炸物意外爆炸事件，副局长尹国均等三入

不幸死亡。 +’

1963年，对针、纺，百，文四类商品中+余个紧缺商品实行“工业品购买券黟，并逐渐

扩大到二十一种商品。

i971年，广元旅馆办起了日夜饭店，使来往乘座火车的旅客能够通宵吃上饭。商业系统

自编自演矽剧‘日夜饭店'，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

1973年，为适应三线建设，确保八二一厂的商品供应，在广元三堆坝区正式成立了绵阳

地Ⅸ工矿第四贸易公司。 ．’． ．J

1973年，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退还曾经是小商贩的张志玉等61人原入店的股愈合计
1}0352一，16元。， ’’-

-·
。

1973年，工商行政管理局从商业局划出。 。’

1974年，广元肉类联合加工厂正式试车投产。 ．

1976年，供销合作社从商业局划出。

1977年，颂发‘广元商业企业岗位责任制’。

1977年，停止使用搿广元县工业品购买券一。

1977年，广元商业系统实行经理(厂长)基金。
一

'



1978年，广元商业系统实现以表代电，开展图表上墙，特别是统计图表的应用，受到了

中国商业部、四川省、绵阳地区商业局的表扬。

1978年，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广元商业系统复查74人，基本改正错划

右派。
，

1979年私方人员孟寿伯，在重新任命为广元县酿造厂副厂长和恢复工资待遇后，十分

感谢党和人民的信任，把应领的三千多元股息献给祖国“四化劳建设。

． 1980年，商业局系统全面试行奖励工资。

1980年，商业局发挥统计优势，开展商业预测。

1980年，商业局落实政策办公室对164名原工商业者进行了区别工作，区别出134名劳动

者成份。

1981年，商业局落实政策办公室对若干历史积案进行了复查，纠正镨案65起。

1981年，广元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商业系统90个独立核算单位中有48个受灾，317处网

点中有121处受灾，损失商品财产76．81万元，净值49．66万元，受灾职工111户，539人，损

失财产6．02万元。全系统职工还积极支援其它灾区，捐献粮票11741市斤，现金18893元，衣 ·

服被褥4120件。其中，酿造厂副厂长孟寿伯捐献出自己多年的积蓄2209．64元。

1982年，多年形成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1983年，县商业局将搿混岗移四年的大集体人员从全民企业中划出来，成立了20个新的

核算单位，当年即盈利二十余万元。

1983年，盛世修志。《广元县商业志'编写班子成立，开始进行资料搜集工作。

1984年，商业系统按自然门店实行独立核算。

1984年，局成立整顿办公室，对商业局所有商业企业、商办工业和饮食服务行业进行了

全面整顿。

1984年，印发《广元县商业工作制度>。

1984年，成立广元日用工业品贸易中心。

1985年，成立广元五交化贸易中心。 、

1985年，成立广元县商业经济学会(包括商业、粮食、外贸，医药，工商行政管理等系

统)。

1985年，建立广元市，设置广元市商业局。 膏

1987年，成立广元市商业经济学会，提出了“以商兴市，振兴广元经济劳的发展战略。

1988年，广元市商业经济学会被评为全省先进学会，蒲永奇，张文弟，蔡先乐被评为全

省学会先进工作者。同年商业系统的经济效益实现了五超历史(购进，销售、库存、人平工

作置，额金周转)，一翻番(利润)。

1989年，广元市商业经济学会秘书处评为全省《I匹lJIi商业经济'发行，先进三等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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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19日，在县城嘉陵镇置剑阁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1953年改为广元专署，(同年并入绵阳专署)。1985年2月8日，国务院批准建立广元市

辖四县一区，幅员面积16174平方公里，到1985年底，据资料记载，全市人口为二百六十八

万多人。

自古以来，广元就是川、陕，甘三省的交通枢纽。‘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广元条下

载。城西门上嵌有。全蜀咽喉劳四个大字。自秦以来，广元就一有古栈道，上可至西安、兰

州，下可达成都及省内各地I二有嘉陵江水运，上可至陕西略阳，下可达重庆，甚至上海。

省内外各地商贾云集广元，由来已久。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广元设西关，对来往商

贾征收各种税款，每年数千、乃至万余两白银。而且，从清朝起，广元一直收搿海关税嚣(直

到1944年因收税人在一次打牌赌赙中，输得他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于是悄悄跑掉为止)

民国十四年，历时一百三十余天的广元劝业会，邀请了川、陕，甘三省二十多个县的八大帮

来广元聚会，为抗日战争期间广元商业的鼎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民国二十五年川陕公路广

元段通车后，国民政府经济部于民国三十年正式指定广元为货物集散市场。

新中国改立后，于1949年12月29日成立的第一个国营商业公司——剑阁专区贸易公司，

首先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盐问题。国营专业公司相继成立，私营商业也得到

了发展，他们之中一些人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很快就暴露

出来了：1952年，全县开展了搿三反黟，搿五反黟运动。1956年，对全县私营工商业进行了

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辉煌胜利。

1958年，“大跃进力时期，由于离开了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违背了客观规

律，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和瞎指挥等歪风，给广元商业的发展带来

了严重的损失。1961年，执行省委清仓算帐的指示，全系统8个独立核算的经理部，14个区

供销社，10个商办工厂、4个贸易商店、19个饮食服务及社会商业，仓库，门市共三百多个，

清仓落实的库存商品价值845．3万元，其中造成报废损失70．45万元，削价损失162．24万元。

后在中共中央搿调整、巩固，1充实、提高耪方针的指引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广元的商业才

得到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万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捣乱，使整个国家经济处于崩

溃边缘，人民生活的一些必需品供应紧缺，广元不得不对针，纺，文，百四类商品的十余种

紧缺商品实行囊工业品购买券一，并逐渐扩大到二十一种商品。直到粉碎搿四人帮扫以后，

工、商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广元才停止了使用aT_业品购买券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元的商业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康庄大道。广元县商业局首先抓

了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这个环节，号召全系统职工彻底批判了“四人帮"所谓搿规章制度就是



管卡压劳、矗抓岗位责任制就是包产到户一等等谬论，肃清鬈左一的思想影响，澄清是非。

接着，制订了一个又一个岗位责任制度。并且，不断组织各种学习班、训练班，积极培训干

部、职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特别是1984年，商业局对所有商业企业，商办

工业和饮食服务业进行了全面整顿，广泛采用了承包责任制，为保障供给，振兴广元经济做

出了显著成绩。

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3年，商业系统在广元就建立了百货采购供应站和石油采购供

应站，1962年，又建立了广元五交化采购供应站。这几个二级站都是立足广元，面向全国的

(包括1974年建成投产的广元肉类联合加工厂)。通过广南(渝)，广达，广武(甘肃的武

都)及乡镇共1012．5公里的公路，货物吞吐量每年达40至50万吨，可达渝、沪的嘉陵江，白

龙江航道，特别是连通全国各地的宝成、广旺铁路交通，使广元的商品贸易呈现出一片繁荣

的景象。

抗日战争时期，广元只同川、陕、甘三省的二十余县有较多的经济往来。现在，广元的

商业企业大力发展同外地横向经济联系，较为稳定的销售区域，巳扩大到三省十地市州的七

十多个县，而且同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个县建立了商品贸易关系。因而，广元

的食宿服务业亦在飞跃发展。1958年“大跃进黟时期，广元每天接待几千名钢铁民工也显得

很困难。1985年，广元城区旅馆增加到七十多家，床位总数达二万来个，每天出入广元的二

三万旅客可以得劭良好的食宿服务。 ．．I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广元城最热闹的地方是上下河街。福昌隆，彦盛合、公兴店这三

家行栈就设在上河街，民国十九年以后，广元火柴厂经理魏中川开的广源昌行栈就设在下河

街’保庆店、吉元店、德义祥，怀德店、同顺店，德盛店、两仪公等七家主要栈房亦设在下

河街。从成都，重庆和西安、兰州来的客商大都住在上下河街。

为什么当时上下河街成了广元城的中心?因为在民国二十四年以前，广元主要靠嘉陵江

水运，水运码头就在河街。当时的主要商号在河街，广元县商会最初的地址也是在下河街四

王庙里。

川陕公路通车后，抗日战争沦陷区的工商户纷纷内迁，不但一般商号猛增，仅行栈就增

加到十来家。上下河街容纳不下了，县城内外，南北两街亦布满了转运行，花行及各种商

号。

随着人流涌入广元，各地的风味名特食品亦传入广元。仅“老乡亲移餐馆就有四川．陕

西、河北、湖北、东北五省的厨师，既能做中餐，西餐，各种席桌，也能做清真食品和广元

当地老百姓喜食的各种饭菜。“敏园一亦是当时最热闹的一角。“敏园劳不仅卖西餐，而且

设有舞厅、乐队。

新中国成立后，东、西，南、北四条主要街道布满了国营公司的商业网点，从而取代了

上下河街，成为县城内最热闹、繁华的地方。在城外t下西坝有百货二级站、石油二级站，，

东坝(平桥)有肉类联合加工厂，．-Ii：fJ外有酒厂，酿造厂，五交化二级站在城内南街，下西

坝，上西坝有五交化仓库，1985年广元建市后，市商业局仍设在北街原县商业局处，备市公

司也大都设在东、西、南，北四条主要街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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