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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南彝族自治县工商志审查验收意见

《路南彝族自治县工商志》(送审稿)，于1993年1月送

交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查验收，县志办按规定负责实施

了审查验收工作，意见是：

一，志稿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较系统地记

述了路南工商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二，入志资料丰富翔实、无重大缺漏，基本做到准确可

靠。志稿特点鲜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三、全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排列有序，篇目设置合

理，志，记、传，图、表、录诸体使用较为恰当。

四，行文简洁，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文风

端正，是一部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新志书，已达到志书的质

量标准，可以付印出版发行。

路南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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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言

《路南彝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志》记载了路南彝族自

治县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编撰人员坚持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搜集了大量的历史

资料，整理，编写成《路南彝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志》，

这是一部难得的部门志书，它经过编撰小组的共同努力，终

于出版。

路南彝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是路南彝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监督管理和经济执法的机关，它肩

负着支持生产，搞活流通，繁荣市场，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重

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商行政管理始终坚持党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任何情况下都服

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加强经济领域里的监督管理，保护

正当经营，打击投机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改革开

放，搞活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开拓进取，保驾护航，建立

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了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

营方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工商部门在繁荣民族经

济与文化，搞活市场流通，加强民族团结与进步等方面，更

加显示出积极的不可替代的功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培育和发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所肩负的任务更加光荣而艰

巨。这就要认真学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令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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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适应发展了的

新形势。实现搿由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从侧重于管理集贸市场转变为监督管理社会主义统一大

市场，从局限于国内传统的管理方式转变为更多借鉴国际通

用管理方式，从侧重于具体的业务管理转变为运用法律和行

政手段宏观监督管理黟，拓宽路子，为振兴路南经济作出应

有的新贡献。

《路南彝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在内容上融思

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子一体，风格上汇时代特点、民族特

点、地方特点、部门特点为一流。且资料翔实，史实准确，

图文并茂，纵横清楚，贯通古今，交叉不紊。是编志同仁志

士艰苦劳动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路南彝族自治县

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第一部志书，她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

鉴。是总结过去，指导现在，开拓未来的一部资料书，值得

一读。
‘

我们要牢固树立改革开放意识，市场经济意识、科技人

才意识，不断探索工商行政管理规律，依法行政，文明执

．法，创第一流的水平，把工作推向新台阶。

在《路南彝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出版发行之际，

谨向关心支持这本书的同仁们表示衷心谢意l

毕兴林

一九九三年二月 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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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路南彝族自治县工商志》志书以马列主义、毛

译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则，力求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反映

路南彝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新时

期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二、本志体例，以时为经，以现今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六管，一打，一监督"为纬，横排竖写，坚持贯通古今，

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始至明末清初，下限断至1992年，力

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三，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述而不论，力求融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全面系统反映路南彝族自治县

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使其发挥： “存史、资治、

教化"的作用。

四、本志为突出工商行政管理特点，凡属本部门管理范

围内的商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一般只作必要的记述，不

深究其发生、发展和变化，以避免与《商业志》《工交志》

等专志重复。

五，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除正文外还有照

片、图纸、表格，附录等穿插其中，互为补充，力求图文并

茂。

六、地理名称及各个时期的官职等，均依当时的习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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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除表格、年、月，日用阿拉伯字外，其余数字一律用汉
字书写，纪年照云南省方志编辑规定书写。

。

七，本志结构分为章，节、目三层次，直书矗第×章乃

矗第X节’’和一，二、三，⋯⋯目，有第四层次的用(一)

(二)(三)细目依次为统属关系。

八、本志第一次出现的机构写全称，重复出现的用简略

“路南县工商局一或“县工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

1949年10月1日，有时简略为在这日以前的事为建国前，以

后的为建国后。

九、本志目录之前设《概述》《大事记》章节之首一般：

不作引言，每章末例缸附件"用以附录本章重要资料或补充
正文内容。



概 一述

路南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部，隶属昆明市。总面积

1725平方公里，辖八乡两镇，总人口20．20万多人。

路南居住着彝、汉、苗，壮等多种民族，明朝洪武年间，就

在此驻兵屯田，设所、置官，筑城戍守，清代沿明朝设州，民国2

年(1913年)改为县，路南人民曾两次起义抗清，均遭镇

压，直至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路南人民得解放。

路南在明末清初，采矿业很发达，有铜矿48家，清朝乾

隆四十三年(1778年)仅凤凰、金马、大兴三厂，年产铜13

万斤，商业随之活跃一时，后因有的山空铜少，有的技术

差，资金缺，当时政府明令停止采矿，商业亦冷落下来。路

南圭山的煤质量最佳。亦在明，清时就土法开采，但因小煤

窑生产，技术设备差，炼焦产量低。民国时期昆华煤炭公司

曾经开采过，但不久又停止。1956年路南县开办煤矿，1958

年并省煤矿厂。路南农产品丰富，畜牧业较发达，工商业平

淡。

《路南彝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记载路南境内工

商行政管理的专著，援时经事纬，对历史和现状作不同的记

述，汇集有价值的史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所记

事物，纵述古今反映其内在联系，彰明因果关系。通过本志

叙述，可以看出路南县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起伏和发展变

化。亦可探索工商行政管理对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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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高对当代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认识。

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类似工商行政管理的机构，对商品

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干预，起着促进或阻碍商品经济的

发展。路南在民国时期有兼管代管机构，和现在的专管机构及

群众团体。在监督管理与干预商品经济活动时，工商行政管

理的指导思想，政策法规，管理办法等亦不一样，所产生的

客观效果，也各不相同，反映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

展阶段的异同特点，透过本志的记述可以体现这一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的43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

变化，分四个时段，从实记述。既反映前30年的机构几起几

伏，路南市场经济两兴两衰，亦反映了后14年中，商品经济发

展较快，市场逐年兴旺繁荣及一次经济过热造成的物价猛涨，

路南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通过对工商企业的登记发证，和商品流通的活动，集市贸易

的新建开放，促使城乡物资畅通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经

济，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做了许多工作，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也揭示了在一段时间，单纯执行计划经济，忽视市场调节，

出现了“宁左勿右、宁严勿宽"，管得过死过严和“要求过

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办法过于简单划一"等现象制

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至市场经济的不活跃，集市贸易

的衰落。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工作重

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和国家规定了社

会主义时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 “六管，一检查、

一监督黟由单纯管理转变到为工农业商品生产服务上来。

从1979年到1992年的十多年中，路南彝族自治县工商行

2



政管理部门，机构不断充实和完善，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对

工商企业的全面登记管理，建立经济户口，经济合同的鉴

证，维护企业权益，个体工商户的恢复发展，经济活动的检

查监督，乡镇企业的陆续诞生突起等，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生产，搞活经营，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迈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烤烟商品的成倍翻番，形成路南经济的龙头，民族刺绣

品的突起，是路南商品经济的精华。路南出名的特产卤腐，

乳饼、手编织草帽等，商品多，销路广。因此路南商品经济得

以逐年增长，集市贸易一年比一年繁荣兴旺，物资充足，渠

道畅通，各种工业品质量好，档次高，电气化商品逐步面向

农村市场。现在的路南从领导就带头抓市场，巳建成三个新

商场，10多个专业市场，大的市场都筑成水泥路面。还诞生

夜市、早市，街天人群熙熙攘攘，车马络绎不绝，物资丰富

新鲜多样，琳琅满目热闹活跃。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事记

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

路南板桥是弥勒通往省城的要道，明朝就赶起街，有巴

江河流过虎马两街。在金马厂炼铜的老板席大宾，捐款建造
石桥。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路南州有3个集市，州城南关外，赶丑，戍，巳为大街，

卯、未为小街，板桥赶虎、马街，古城赶蛇、狗街。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

东海子新建市场共42间瓦楼房，其中上12间，下12间，

南头12间、北头6间，中间是一个大院，赶猴、虎街。

民国六年(1917年)

《路南县志》记载全县有16个市场‘

民国十九年(1930年)

10月，依照中央部令成立路南县商会，商会长杨含

华。

民国二十年(1931年)

6月，县商会被批准实行委员制，主任委员1人，常务委

员2入，执行委员7人，监察委员5人，县商会下设19个同业

公会，有会员96人。

民国=十一年(1932年)

县商会对盐商，布商有注册商号的人进行登记上报，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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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有9户，布商15户，没有商号的不登记。

民国=十七年(1938年)

路南县商会筹款，在南城外沿城河建盖20间瓦平房作褰

市场，下半年投入使用。6月对食盐进行统计，每月全县需

要食盐40000斤，每百斤价27元(新滇币)。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5月县商会换届选举，商会长李光兴当选。有19个行业，．

217个会员。8月，县商会核准鲜猪肉每斤售国币11元，猪油每

斤售国币15元。9月菜市街被洪水冲垮，商会又筹款修复营业。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6月17日，县商会决定菜市场租金，屠案桌每头猪5元，杀

牛一头收7元，杀羊一只收3元，蔬菜每挑收2元，不足一挑

减半，卖豆腐，豆豉，咸菜每人每天收1元，贩卖小菜商人，

每人每天收5元，卖乳饼每人收i元，卖抗浪鱼每挑收5元，

卖面粉每人每天收I元，以上各项租金按国币收取。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3月30日调整煤炭、茶叶价格，煤炭原价每百斤3000元，

提价4000元，现售价7000元，茶叶每斤原价1300元，提价

1300元，现售价2600元，茶水每碗售100元，白开水售50元。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路南县商会改选，朱云章当选商会会长。当时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多数商人停业关闭，有会员170人。

． 1949年

．1月27日中共路南县委决定，改编农民反蒋自卫武装伊建

民部为护路大队，保护天生关，北大村经大哨到宜良的商贾

安全。6月在维则召开的中共路南县委会作出决定，保护工

5



谪业的正当经营。

1950年

6JE]，人民政府实行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

拨，统一全国金融管理。路南县人民政府曾几次发出通告粘

贴云南省人民政府布告，禁止使用银元，宣传使用人民币。

1951年

5月，路南县人民政府决定工商科科长由税务局许兴宗兼

任。同月组建路南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3人，

主任委员时光宗，副主任委员吴静安、金执忠，会址设在民

众教育馆，有会员600多人。

1952年

2月，在私营工商界中开展。三反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

僚主义)的教育和鼻五反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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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同年

5月底结束。9月4日中共路南县委决定，成立市管会，首先在

城区、板桥、堡子三个市场在街天进行管理，11月在县城组织

三天的物资交流大会。
’

1953年

sYJ，李镇春调来工商科任科长职务。9月路南县市场管理

委员会成立，地址在县人民政府左侧街口，办公室由陈定生负

责。10月路南县工商联召开公私双方代表大会，成立路南县

工商联合会，选出委员13人，主任委员王之达(国营)，副主

任委员李从发(百货)，地址在人民街杨家祠

私营工商业户发展到1154户。

1954年

1月，由于上年第四季度，稻谷、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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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耔实行国家统一收购，不准私营稂商插手，市场只有，j＼

豆，荞子等上市。9月实行棉布计划供应，74户布商，批准

12户成立棉布经销店0同月召开路南县工商联第二次代表大

会，增选委员12人，李从发选为主任委员(百货)，张煜(国

营)，师从发(土布)，金光明(土布)选为副主任委员。
‘

1955年

2月，路南县财委决定，成立11个粮食交易所，贯彻省人

委《关于进一步安排市场，改造农村私商，改进农村购销工

作》的指示，对私营商业给予统筹安排。12月开始在城区试

办了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食堂等共计组织起来了32户。
． 1956年

2月，开展对私营工商业，服务业、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成立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食堂，手工业

生产合作社等组织，到四月底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结束。6月

城区合作食堂、糕点、理发、客马店等组成饮食业公司，钟

明任副经理，下分三个核算单位。9月洪山区划归宜良县，

减少了四个市场。

。 1957年

4月，路南县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工商科，成立商业局，

对私改造的遗留问题，县城由商业局负责，农村由基层供

销社负责，当时路南有10个市场。

1958年

5月，“大跃进矽中各行各业抽调人员支援农业生

产，商业部门的人员抽了大批去修水利。春耕生产开始，出

现民兵追赶上街人员去栽秧，种包谷。同月路南县城折墙扩
建街道，把菜市场折毁，木料砖瓦拿去盖铁工厂，董家巷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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呔河桥石阶路的石头拿去盖粮食仓房。7月商业部门搞升级过
渡成为全民所有制。8月在工商联合会系统中，开展反对资

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本系统错划了三个“右派"(1978年全

部改正恢复公职)，10月10日，钢铁放卫星“收锅砸灶，杀鸡

诹毛一，连著名的名胜古迹大铜香炉也打烂当碎铜收购。
1958年11月至1964年3月路南县并入宜良县。

1964年

4月，恢复路南彝族自治县建制，成立县商业局、工商局，

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局长周镕，刘子超负责市场管理，李崇富

负责私改工作。同时恢复县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李从发。

7月成立路南彝族自治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对国家领导的自

由市场进行管理。县工商联对会员的股金，会员人数，变更

情况，造册登记，到年底结束。第四季度开始对工商企业

进行全面登记。

1965年

1月9日，板桥区在查处投机倒把活动中，对有投机贩卖行

为的9人，集中到区上，胸前挂着牌子，召开大会宣布处分后，

又用枪押着游街示众。次日又继续押到结胜，南大村等地组

织批斗宣布处分，往返四天行程80多里， (此事件省，地检

查院都有简报)。同月工商企业登记审核结束，给395户企业

颁发了营业执照。

1966年

“文革叩期间，市场混乱，粮、油价突飞猛涨。3月5日，

城区街天，每百市斤大米45元，包谷每百市斤37元，小麦每

百市斤35元，蚕豆每百市斤35元。3月26日街天，每百市斤

大米上升到55元，包谷上升到42元，上升幅度大米22．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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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谷上升13．5％。 ：

1968年

“划线站队刀时，工商局办公室的负责人打成“当权

派"被批斗游街，工商联合会被捣毁停止办公。

1969年

1月，路南县“革命委员会万三人领导小组指示，成立打

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组长张家才，副组长杨寿，原工商部门

的干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芹学习。

1970年‘

2月，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由商业，粮食，农林，政

法部门抽调人员和城关镇民兵组成100多人的队伍在汽车站

设卡检查，在市场上驱赶上市物资和人员。

1971年

县革委会决定全县各公社，大队成立市场管理领导小

组，村成立贫管小组，形成村村有人管，人人管市场。10月

在商业局下设工商股，股长赵洪轩，副股长李连珍，杨寿。

1972年

3月12日，县“革命委员会"路发(1972)10号文件关

于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由县革委高荣华负责，公检法，粮

食，商业，财经，工交，农林和东方红公社，城区三个大队

抽入组成，进行管理市场。同年查获广东流动人员在小乐台

旧村，无证私设工厂炼铜，被没收其非法所得，人员被送回

广东。 ．

1973年

工商组与市管会合并，人员减少，工作难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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