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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络地方怎，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历代封建王

朝，轻视商业，旧志书中对商业经济记述极少。中华人民共

和嘲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商业经济，随着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商业贸易日益兴旺，使社会主义商业更加充满

活力和生机。为了不使竹山商业光辉历史湮没无闻，在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于1984年组建了竹山县商业志编

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开始进行编修工作。

编修《竹山县商业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艰巨任

务，经历了八个春秋，一部新型的《竹山商业志》已问世．

她不仅为建设竹山商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而且为后

代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

“修书之难，莫过于志”，编修《竹山县商业志》是一

项浩繁的工程．由于解放前的商业历史资料奇缺，解放后商

业机构变动频繁。加之我们编修人员，水平有限，调查征集

中遗漏差错难免，殷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竹山县商业志》成书之际，借以寄语．商业广大干豁

彤{工要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精诚团结，奋发努力，为振兴竹山商业．不断开拓进

取，乘胜前进。

王世准

199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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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广大商业干部职工，能够全面系统地了解竹山国

营商业及集贸市场的历史和现状，按照“事以类从，详近略

古，综述历史，横陈现状”的原则，广征博采，多方考证，

反复研究，潜心编纂了《竹山县商业志》，现对编修情况略

述数语。

编纂商业志是经过了四个阶段，一是立篇目、广集资

辩=是编写送审，三是修正，四是审定。

经过几年的努力予1990年完成了22万字的送审稿，共12

章35节，如实记述竹山自晚清1865年至1985年，共计120年

韵商业光辉业绩。修正稿是在送审稿的基础上。根据县志办

审稿以及有关同志的修正意见，进行了全面修改和补充，再

欢经过评审修定，现已完成这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

专业志。 ．

审定稿增为14章55节共22万字，编写年限由1985年延至

1990年共计125年。此书中的“概述”、 。大事记’冠予志

书之首，作为全书之纲，起无声导游的作用， 。机构”是记

述商业机构的更迭演变，。商品流通”是记述商业工作的发展

和成果l。党群组织”是记述商业职工队伍的政治素质及其活

动， 。人物传’是对英雄劳模先进事迹的记载，起着对职工

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作用。

修志过程，得到多方支持，借此致谢。编纂《竹山县商



业志》是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

务，我们感到高兴和自豪。由于我们学识浅薄，缺乏经验，

又受资料所限，虽经送审多次修正审定，不足之处仍在所难

免，恳请读者指正。

陶克龙

1992年7月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此书上限断至公元1865年，下限为公元1990年，对

古代近代商业略为追溯为止。

·二，全书共分14章55节，共计22万字。

三，体裁：采用志、记、表，图、传、录六体，以记述

为主，图表为辅。

四，文体：全是语体文，文简，意骇，谨严．风雅，忠

于史实，讲求史德，按照。事以类从，详近略远，综述历

史。横陈现状”的原则。

五、记述范围：主要是国营商业，略述城关地区集贸市

场．在国营与供销社合并时期．仅记机构，凡属交叉经营的

商品。只记述国营商业经营的时期。
’一

六：编修原则和目的：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按照。三新。(新的观点．材

料、方法)，翔实记述竹山国营商业的历史和现状，以达劭

。资治，教化．存史”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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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1984年5月50日《竹山县商业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王世准

副组长：李从华黄传友 ．

成 员：陈泽环杨世晨王启孝詹庆之王大义

曾祥芝(女) 裎雨竹梁仕伦覃建生

刘正信唐倚林 毛宏发 肖坤平郑文斌

常明伦杨必保 (共十九人)

1985年元月15日《竹山县商业志》编纂领导小组调整成

组长：王世准

副组长：黄传友

成 员：陈泽环杨世晨吴善厚程雨竹凳庆之

王启孝陈能武唐衙林覃建生 肖坤平

王丹春徐家国饶祯国 黄守信 郑文斌

柯利民(共计十八人)

1991年6月1 5日《竹山县商业志》编纂领导小组调整成

组长：陶克龙

副组长：王世准邹功德

成 员；(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万支奇万永根王启孝詹庆之李兴田

吴庆辉 肖坤乎柯利民 陈申庚张祖国

袁达献徐家国 陈伦福唐太勇 黄传友

谢光奎程雨竹覃建生(共计二十一人)



员：

1992年2月20日调整《竹山县商业志》缡纂领导小组成

组长：陶克龙

副组长：王世准 邹功德张祖国

成员：(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万支奇万永根王治文壬和平王启孝

t． 李兴田吴庆辉 肖坤平陈申庚陈龙波

张琴(女) 袁达献徐家国柯利民

梁仕伦唐太男 黄传友程雨竹覃建生

(共计二十三人)

商业志办公室工作人员名单

主编

助编

顾问

校对

柯利民

温大柱张征魏玉声(女) 张德萍(女)

崔尚志毛宏发杨世晨

张德萍柯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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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竹山位于鄂西北，郧阳地区西南部，地处秦岭，大巴

山、武当山三大山脉之问。东与房县连畔，东北与郧县接

壤．南与神农架林区及四川省巫溪县交界，西北和陕西省向

河县、旬阳县相连。西与竹溪县毗邻。县城位于汉江南支流

堵河的中部，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距郧阳行政公署所在地

十堰市171公里，赴省人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市682公里。全县

1990年辖10个镇、15个乡、一场，93个管理区，500个村民委

员会，3，269个村民小组，11，6607户、470，266人(男254，039

人．女216，227人)。其中：农业107，128户，431，670人，

非农业9，479户．38，596人。

竹山古称上庸，据《史记》记载，庸国属汉江中上游一

带，各部落中的强国，因助武王伐纣有功．故能成为西周王

朝邻近之国。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说：县邑北百

里有黄竹山，昔时山多竹，其色皆黄，故西魏命邑县名日竹

山，至今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明朝成化3年(1467年)；

始建竹山县城，自古是通秦过蜀的要道，既是兵家必争之

地，也是商贾云集之处。据1975年在城西胡家坡挖出五座土

坑竖穴墓，经专家鉴定为。西汉墓群”，至今已有1900余

年，出土的文物有铜镜、铁鼎，灰陶瓷等，还有碎金、玉

片，绿松石，足以证实竹山的商品流通历史悠久，更系大llI

逸，峰峦重叠、沟幽谷深．森林茂密．资源雄厚．是发展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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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经济的有利自然条件。从生产物资来讲，粮食有稻谷，小

麦、玉米和其它豆类。土特产有肚揞、生漆、桐油．黑木

耳、香菌等。药材有黄莲、杜仲，当归、党参、天麻等。用

材林有松，杉．栋，竹等。野生动物有猴、獐、麂、熊、野

猪等。家禽家畜有著名马头羊、大鸡等。矿物有金、银，

铁、大理石等。因有上述大量蕴藏土特产和矿物资源，早为

商贾所爱，并以城关为交易中心，其次是宝丰镇。自乾隆

(1736年)年问来自外籍客商、有福建，江西、山西，陕

西、四川等省商人又相继来竹，清道光(1821年)时，荆襄

各地流入，先后多次移民来竹山的有本省黄州，河南、怀庚

等地人，并建立有会馆和庙宇。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

至民国26年(公元1937年)，是竹山商业发展全盛时期，当

时城关主要商号有： “聚安和”． 。和兴彩”． 。永盛华”

等。1938年日本侵占武汉、老河口时，襄樊，沙市商业要道被切

断，外地商人进入后方来竹山经商者居多，郧阳商人也流入

竹山市场，自然形成新的商家竞争局面。国民党第八行署开

辟郧、宁(郧阳至四川大宁)千里盐运线，并在竹山蒲溪淘

设立有中转站，军需物资同时全靠堵河航运，沿途小商小贩Ⅲ

流不息，忙于官渡．峪口，田家与城关之间。竹溪，宝丰的

米，棉商贩肩挑百里来竹山。1946年抗日胜利后，外籍客商

有部份返回原籍。解放战争时期受国民党军队的骚扰，市场

处于冷落状态，有的被迫歇业或停业，有的迁往农村，当时

竹山商业亦呈萧条景象。

。1949年元月20日竹山获得解放，党和人民政府积极贯衡

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利用私营商业有

利子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另一方迅速建立了国营商业机



构。1 949年5月成立竹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于少夫，

1950年4月改设为竹山县人民i女府工商科，科长艨景云，圊时

成立竹山县贸易商店，经理滕景云(兼)，在城关组建私营合

股的网民商店和新庸供销社，统与贸翳商店实行代购代销业

务，对城关居民开展土纺土织加工关系，促进市场经济日益

恢复和发展。1951年春在宝丰、永胜、柳林，官渡，田家，

文峰、沧浪设立七个贸易分店，六个采购组，1951年3月成

立竹山油脂办事处，8月成立竹山县盐业分销处，11月成立

竹山县百货商店，1952年6月成立竹山县花纱布营业所，

1954年4月撤销竹山县贸易商店，同时就地成立竹山县食品

商店，12月成立竹山县贸易公司。经过几年恢复和发展，壮大

了困诗商业机构，为支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为人民生活服

务，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

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按照“发展经济，保

障供给”的总方针，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由城乡分工发展到

商品分工与城乡分工相结合，各区已设的贸易分店移交给供

销合作社，国营公司实行经济核算制，开展历行节约，加强

企业管理责任制，同时集中精力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按照“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把大部份私营商业

逐步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发挥了他们对市场物资供应所起

的辅助作用。

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和，形成

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国营公司集中精力，组织市场商品流

通，更好地为生产为人民生活服务，担负通盘安排市场的重

大任务．发挥了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1956年7月竹山县人

民政府工商科改为竹山县商业局，职权范围机构编制相应的

3



扩大。 ，

1958年至1960年阀，出现。大跃进’的高潮，党和政府

急于领导人民摆脱贫困，但又不顾客观条件，各类。大办。

纷纷出台，未经论证、仓匆合并，将商业体制来一个大变

革，1958年4月份将竹山县商业局、服务局．供销合作社来

了个。三合一。，变为政企合一，统一核算单位，名称为竹

山县商业局。各公司改为竹山县商业局X X经理部，各区供

销合作社改为竹山县商业局××人民公社中心商店，由原来

独立核算改为全县统一核算。下属单位为简易核算，并将城

关镇47个合作商店并为一个中心商店．27个服务店并为7个

店．由于网点过于集中，统的过死，无论国营和集体，废除

了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严重损坏了商业购销业务之开展，

加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错误影响下，国营商业又离

开了国家计划指导的购销业务活动，犯了盲目大购大铕的错

误，8年来商业部门造成巨大损失金额达765，913元，同时持

续两年的自然灾害，面临国民经济一度困难的岁月，商品奇

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刻．竹山广大商业职

工千方百计的组织了各种商品，采用了各种措施，尽可能做

到合理分配，合理供应。 ，

1961年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八字方针，县商业局分出供销社，商业局所辖的二级单位

有，食品．副食品．工业品，五金机械交电4个经理部和得

胜批发站，1962年7月4个经理部又改为专业公司．并接收了

县财政局所辖的竹山县国营酱园加工厂，改名为竹山县副食

品公司加工厂。并将城关镇中心商店划为5个合作商店，两

个小组，服务行业恢复到12个网点，使商业工作开始重新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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