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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局党支部直接领导下，并承蒙县志办公室领导同志的帮助指

导，我们编纂了这本《平度县工商行政管理志》(以下简称《管理

志》)。

这本《管理志》，坚持毛泽东同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 “详业务略其它”的原

则，主要记述了建国三十四年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业务工作，对机

构沿革，政治活动，解放前的集市和私人工商业情况只作了简要记

述。在记述时，对工作不搞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适度地对待正确与

错误，作到对成绩不浮夸溢美，．对问题不文过饰非，力争保持历史的

本来面貌。

编写这本《管理志》的主要目的是借鉴。古人日： “以铜为鉴，

可整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这本《管理志》试图使我们工商

管理部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做好本职

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由于时间紧迫，资料残缺，又加水平所限，这本《管理志》定有

不当和错误之处，诚辊从事过工商工作的老同志，提出补充和修改意

见，使这本《管理志》日臻完善。

平度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辑组

一九八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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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章

大 事 记

(1)建国晤平度区划为四县，即：平度其(县治驻平度城)、平

西县(县治驻张舍、昌里)、平南县(县治驻蓼兰)、平东县(县治

驻南村、古岘)。根据莱阳专署指示，于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成立

“平度县工商科”。一九五。年五月成立“平东县工商科”。一九五

。年春成立“平西县工商科”，一九五。年十二月成立平南县工商

科”。每县工商科人员5—4人，列行政编制。一r商科负责市场管理

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管理。

(2)一九五O年，由工商科主持，着手筹备各区“工商业联合

会”(简称“工商联”，下同)。一九五。年下半年成立“平度县平

度城工商联”，一九五0年下半年成立“平南县蓼兰工商联"，一九

五。年十二月成立“平东县南村工商联”，一九五O年十二月成立

“平西县店子工商联”。各县其它区也先后成立了工商联。

(3)一九五O年根据莱阳专署指示，成立交易所，四县第一个

交易所分别是：平度县平度城交易所(主任于春生)，平西县店子交

易所(主任陈守嵋)，平南县蓼兰交易昕(主任程志清)，平东县古

岘交易所(主任刘典元)，五一年四月平东县增设南村交易所(主任

曹本章)；。

(4)一歹[J五一年根据政务院颁发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之规

定，Isl-X_T_商科在工商联协同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总登记，．通过登

记审查发给营业执照。当时四县约有七千户登记发照，其中平度城就



有三百五十多家。仅有的六家国营企业也进行了登记发证。

(5)一九五二年初，根据党中央指示，各县开展“三反” “五

反”运动，私营工商业搞“五反”，重点是反“偷税、漏税”，各县

都成立“打虎队”，对部分私营工商业者集中起来，坦白交待问题，

其中平度城重点对象四十人。运动后各县都办了．“五反”成果展览。

“五反”后私营工商业遵纪守法良好。
’

(6)一九五二年九月平南县更名蓼兰县，平南县工商科更名为

蓼兰县工商科。，

(7)一九五三年八月随着县建制的撤销、合并，平东县工商科

并入平度县工商科，平西县工商科并于蓼兰县工商科。

(8)一九五三年中央指示粮食统购统销，全县关闭粮食市场，

由基层供销社代购；严格控制了粮食外流，严厉打击粮商。随后实行

棉花统购，禁止棉花上市，对生猪，鲜蛋等也实行派购。

(9)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整顿酒业，实行“国家专酿”，取销和

禁止私人酒馆，两县约一百多家“酒馆”被封闭。

(1 0)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

改造问题的决议》下达后，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重要行业的私营

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期分批纳入公私合营的规划；两县发展了商业、

服务业、手工业、修理业、运输业等厂、店(组)四百三十八处；两

县三千一百九十名私商有二干零五十七名过渡到供销社商业者(集体

人员)，占私商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四。

(11)一九五六年三月随县建制的撤销、合并，蓼兰县工商科并

入平度县工商科，全县下设交易所十二处，全系统干部职工四十一名。

(1 2)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根据昌潍专署指示，平度县人委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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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撤销“平度县工商科”，成立商业局，同时撤销下设各所，工商管

理工作由财贸办公室管理。

(1 3)一九五六年下半年，除平度城、古岘、店子、蓼兰“工商

联”保留外，其余各区工商联均撤销，各工商联会计约十五名转国家

工作人员。

：1’ (14)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十月国务院

发布《开放国家领导下的农村自由市场》，据此平度县开放集市，除

国家管理的一、二类物资外，上市品种达一千多种，群众欢迎。

(i 5)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根据农村集市变化情况的需

要，平度县人民委员会决定恢复城关等十七处“市场交易管理所”。

城关、古岘、南村、昌里、新河、门村每所四人，其余每所三入，主

要任务是加强市场管理·

(16)一九五七年十月，县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平度县人民委

员会市场管理委员会”，付县长牟宣之兼任主任委员，李卓行任付主

任委员。

(I 7)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目“平度县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成

立，主委魏子厚，第一付主委姜代俊，第二付主委于光辉；一九五八

年九月三日“平度县工商联”成立，主任委员张克元，付主任委员王

天敏、宗瑞丰；原古岘、店子、蓼兰工商联更名为县联分会。

(1 8)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平度县人民委员会对个体：}工

业管理发出通知：对城关镇、蓼兰镇、店子镇、新河镇、古岘镇、南

村镇的个体手工业者，根据需要发给执照，其余集镇和农村不予登记

发照，个体手工业户雇用人员既不允许，更不批准。

(I 9)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平度县人民委员会通告：决定改变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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