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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肖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为了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胡乔木同志一九

八。年在中国史学代表大会上提出妻角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写我国社会主义对代的

新方志。古人云：“盛世修志"。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以来，举国欢腾，百业振兴，堪

称盛世。蓬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遵照《莲溪县志纲目》的提示，于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

成立了蓬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领导小组。九月以后组织采编十余人，开展社会

调查和资料查抄，整理。经过三年努力，对搜采的六十九卷(约三百四十三万字)材料进

行了撰写。循方志“横排类日、缴写史实”和“重在记叙，叙两不论，寓褒贬子事实之

中，，的体例，条块结合，以时系宰：全志按工商管理职能分工，分列九章四十二节记

叙。

编纂蓬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因

此，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锦l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如实记载我县自辛亥革

命以来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为总结历史经验积累资料服务I为体现社会主义翩度的优

越性提供历史的对比材料服务，为搞活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科学地进行工商行政管理服

务，为把我县工商行政管理史实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的内容服务。

建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经历了一些曲折道路。但由于工作涉及面广，政策前后异动幅度大，加之机构几经撤

并、资料残缺(有的断然无存)，所以，有些年代只能就一些政策、法规精神庠记叙。

由子编写主笔人政治水平低，知飒浅，对修志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是初开茅塞的新

兵，错误之处实在难免，敬请阅者指正，



凡 例

一，本志内容，除前言、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杂记外，分九章记述工商行

政管理的由来和演变，辛亥革命以来的工商管理以及集市贸易、企业登记、商标：广

告，合同、个俸工商业管理，政治工作。章内再分节和条目。

二、用语体文记载。辅以图、表、数据对照。对个别事实因正文不使述及丽又需要

作为印证的史实，用《附录》、《杂记》或《附注》等办法入卷供参考。 ：一

三、采用史、志结合的方法编写。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为使本志不致成巍无本之

“木"或无源之“水，，，对工商行政管理的由来从发端起作纵向记述。对各项职能(分

工)则按其性质和在商品流通中的地位和作用，纵向记叙了它的历史，以明梗概。

四、断限年代，原订上蛊公元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起。从实践看j为了上把工商行

政管理的源流说清，故按《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上限不拘泥予一九一一年蔓下

限则断笪一九八五年。即第六个五年计娜结束之时为止： ．1

五、使用年号，以公元纪年为准。对建国前和封建统治．时期的年号，’加注于括号

内，以资对照9。建国后则略去“公元”二字。

六、编纂使用过的摘抄材科和从社会调查中获得的口碑材料，一律组卷、编号永久

保存。未经直接使用的参考材料也一并装入组卷存放，以备查考。

七，引用文件名称，为使文字简炼，复用时用简称(如《条例》等)。

八，按方志通例，对生人概不列传。但对必须入志的史实，则用传事不传人或以事

系入的办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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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一) _九一一年十月十八日，四川军政府成立，茬溪前清委派知县周鼎奇代行

军政处，管理九房、两署，次年二月，省宣慰使张澜来莲溪指派钱松森为民政长，接管

莲溪县署F麝改公署下设民刑、财政、教育、实业四科。一九一三年蓬溪县增设警察事

务所拨茶桌捐、栈房捐、席捐、斗息作警察补助费用，

，(：) 一九=九年(民国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即：农历五月二十三日)，中共四

川地下省委负责人罗世文参与领导的蓬溪大石桥界牌沟起义，举起了工农革命红旗，中

共地下党员、川军代旅长旷继勋率部二千余人攻占蓬溪县城，销毁县署、征发局文卷、粮

册，释放在押囚犯，成立“蓬溪苏维埃政府"，刘汉秋为委员长，委员会主甯吴玉章，

委员有刘伯承，恽代英等二十余人。四川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布告、标语“工农朋友组织

起来察动"、“抗捐抗根抗税刀、“杀尽贪官污吏，，、“杀尽土豪劣纯"等贴满全城。

红蒙亲近群众，大力宣传，穷苦人民欢天喜地迎接红军，蓬溪县商会、马路局和盐务税

官等交大洋兰千元、白布数十匹资助红军。

r，(三) 一九五O年十月，蓬溪县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决定在全县开展工商登记，

分六组进行，十二月底完成。

(四) 一九五O年十一月二十七日，』ll北行署颁布了《JII北区各县市城镇集市交

易暂行组织规程》，次年十月六日，蓬溪县人民政府工商科签发了《蓬溪县市场管理委

员会组织通则》。

(五)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川北行署税务局、商业厅发出联合指示“要加

强市场管理工作，各地设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十月六日，蓬溪县市场管理委员会成

立。

(六)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蓬溪县市场管理委员会成立了“《蓬溪县市场

简报》编辑组”，创设了《蓬溪县市场简报》，每月一期(不久后停于IJ)。一九七九年

二月二十二日，蓬溪县工商局恢复了市场行情的报导，搞了四个点(城关、五星、蓬

南、河边)，制发了《集市行情介绍》和《集市行情调查日报表》。

(七) 一九五五年三月六日，蓬溪县人民政府以工商(55)字第31号通知发出了

“关于商标上实行语文规格的规定，，。要求新棠申请商标注册或登记商标图样的文字须

一律按语文规格直写从右向左，横写从左向右的规定办理。

(八)—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蓬溪县人委决定撤销工商科成立商业局，原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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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领导的地方国营工厂交工业交通科领导，．工商行政管理专职人员一律另行安排使
． 、

用。

(九)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到八四年五月，蓬溪县集期变化共有十次之多。

(十) 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蓬溪县、区市管机构并入财政局，对外只挂一个牌

子，次年八月二十四日，蓬溪县人委又恢复了蓬溪县市场管理委员会。

(十一) ～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蓬溪县人委决定撤销工商科成立蓬溪县工商

局，次年}。二月二十九日，县工商局、财政局、税务局合署办公，对外三家联合盖章、发

文、安排工作，这个联合于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撤销，四月二十九日，蓬溪县人民

政府批准将工商、商业、供销实行“三合一”成立蓬溪县商业局，缩编工商局为工商行

政管理股，县区市管会机构不变，但领导关系由商业局管理，各区市管会由区供销社

管，把管理工商业的行政管理机关划归经营商业的商业部门管理。

(十二)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蓬溪县成立蓬溪县市场管理委员会生产办公室

(文革期问，领导班子瘫痪)，四月十四日(仅隔六天)因“造反派”说，不能以生产压

革命，所以又由蓬溪县市场管理委员会生产办公室改为“蓬溪县市场管理委员会抓革

命、促生产办公室”，同时启用“新章"。

(十三) 一九七。年一月九日，蓬溪县革委会决定将蓬溪县税务局，工商局合并

成立蓬溪县税务工商管理局，建立税务、工商革命领导小组，小组成员由于部、民兵、

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

(十四)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县革委核心小组，为在县城搞斗、批、改和开展

“一打三反”运动将蓬溪县税务、工商管理局划归蓬溪县商业局管理，各区启用“蓬溪

县商业局××区工商行政管理所刀印章。次年一月十日，县革委决定蓬溪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革命领导小组与商业局合署办公。各区成立的市管分会与供销社合署办公。一九七

三年三月八日，恢复四川省蓬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名称，任命正副局长各一人。同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县革委决定启用蓬溪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印章，各区王商行政管理所，对

外两块牌子，对内一套人马。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决定全国统一工商行政

管理局名称，蓬溪县停止使用县、区市场管理委员会印章。

(十五)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商业部发出个体商贩的组织管理阃题的批复

后，蓬溪县工商局对城镇原有个体工商业进行清理整顿，截至年底，共发个体营业执照

130户、147人。

(十六)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蓬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蓬工商行罚(81)

$12号通知，对四川省蓬莱盐厂非法自销蛆足盐、次品盐，罚款一万五千元，并限令该

厂将已销尚存的蛆足盐、次品盐全部清理!吱回。

(十七)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川委发(80)94号《关于贯

彻执行中央<进一步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意见》后，截至年底止，蓬溪全县城镇个体

工商业户实发营业执照298户，从业317人，其中安置待业人员27S人。

(十八) 一九八一年九月八日，蓬溪县城关镇成立个体经营者协会·

(十九) 一九Jk'-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关于改善农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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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漉通伺题中指出：逐步实现多成分、多渠道、少环节。蓬溪县工商局截止八二年底，

累计城镇非农业有证个体工商业户为693户，从业733人。 一

(二十)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

“题》指出： “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农村产品加工机具，小型拖拉机和小型机动船从事生

产和运输，对发展商品生产潘跃农村经济是有利绚，应当允许"。蓬溪县在八三年内核

发了城乡令体工商业六千三百三十五户，从业六千八百人。其中城镇二干j百一十五

户，+一千二百一十二人，农村五千二百二十户，五千五百八十八人。并于八三年十二月二

叶‘二日至二十四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配合劳动人事局，召开了发展集体和个体经

济、安置城镇待业青年就业表彰大会(到八五年底全县城乡个体工商业户一万五千三百

三十四户，二万零九百五十五人。其中城镇一千五百二十二户，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农

村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二户，一万九干零三十二人)。

(二一) 一九八三年四月七日至九日，县工商局在明月召开“三优一学，，活动的

现场会(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学雷锋)，并研究布置在全县开放木材市

场。

(二二)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为了便于执行任务，更好地贯彻执行工商行政管

理法规，维护经济秩序，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从一九八四年～月一日起着统一制服。

(二三’ 一九八三年九月六Et，由县工商局牵头，根据国务院一九八一年七月七

El《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精神，邀请了劳动、粮食、税务、商

业、县供销社、县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筹备协商成立蓬溪县个协组织。经县人民政

府批准，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县召开第一届个协代表大会，成立“蓬溪县个

体劳动者协会”，选举产生了领导班子，通过了章程。

。“(二四)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2根据上级分配名额，蓬溪县工商局在全县第一

次公开招收城镇待业高中生38人。

、‘(二五) 。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蓬溪县人民政府根据《经济合同仲裁条例》

规定，、决定成立蓬溪县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由梁敦文任主任，万忠遂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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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远古时，莲溪与四川盆地一样，同属水波浩瀚的内湖区域，经过几千万年的地层演

变，才逐渐脱离水域变成物产丰富的中丘地带。

部落时期，岷江上游居住的土著人叫蜀族，西周时的领袖称蜀王。据《蜀王本纪》

记载：约在公元前十世纪，蜀族都郫县，号望帝，称蜀国。今蓬溪地域属之。公元前三

～六年，蜀被秦灭，设蜀郡。公元前二。六年，刘邦称帝，分蜀郡东北立广汉郡(遂

!手)，辖蓬溪等十县，从西汉到隋朝的八百多年中，蓬溪曾属广汉、鄣县，广信、

露刚、,-1tJ_“汉、小溪、方义县治。公元六八二年(唐高宗永淳元年)，割方义县北在小

潼河设唐兴县。公元六九四年，武则天废唐中宗称圣神皇帝；国号周，改唐兴县为武丰

县。公元七O五年唐中宗复位，废武丰复唐兴县名。公元七O，，L年(唐景龙二年)，分唐

兴县北在宝屏山麓以溪为隍建唐安县(今茶店予)，五年后废唐安县迁唐兴县子唐安旧

址r公元七四二年．(天宝元年j)，以城临蓬莱溪更名蓬溪县沿用至今。

公元一五_一年(明武宗正德六年)，知县冯本奉巡使檄，迁治筑城于溪南(今赤

城)，隶潼川府。清顺治末，莲溪地域始为清王朝统治。明末清初，张献忠在川与南明

军混战和吴三桂之乱，四川遭受三十七年兵灾，蓬溪县境大部份地段成无人区(仅设

仁和、鹤鸣、蓬溪、安通、茸山、永安六多)。康熙令湖广、滇黔人民入川垦植。公元

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蓬莱镇设丞分治。

据公元一七八衣年《蓬溪县志》乾隆版记载：蓬溪场镇二十四个。即茶店子(城东

■里。)：、文井，罗锅、小潼、兴隆、任隆、黄泥、蓬莱(场)、高升、观音、隆盛、板

桥、明月、常乐、大堰，河边、天福、蓬莱(镇)、玉龙、米心、鱼溪、古溪、槐花、康

家渡。公无-八；赛车．(遘冀六年)i县有丁口十六万b蒲道光(·三五年)版《蓬溪县
志》载：。县设‘“扬市二十有九”。即；东路兴隆、黄泥，一蓬南．、安福、二郎，t南路小

漳、任隆、古溪，高坪、米心、玉溪、太平、三合、太和，西路大石*ll常乐、明月，

天福、康家、钱家、石板滩、隆盛：；、蓬莱镇、大堰、河边，北路文井、锣锅、板桥、槐

花。公元崎／＼六六年(同治五年)，分蓬南场东南境建中和场。公元一八七五年至

一九O八年(即光绪年间)建场十七。计有迥龙、龙会、观音、荷时、玉峰，集凤、吉

祥，桂林、隆德、永兴、人和、金龙、宝龙、吉星、观音寺、天保、玉隆。清末，全县

有场(镇)四：{卜八个(．见示意图1)。安福、二郎两场是蓬溪与南充、合川共管(见附
录一、二、三、)．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元每)，四川军政府以遂宁梓撞镇为治”立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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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潼南)县，蓬溪遵川北宣慰使令，划隆德、宝隆、古溪、人和、玉溪、米心、三

合，太平、太和、观音、桂林属潼南县辖。划二郎场的蓬溪团甲属地归合J|I二郎场管

辖。从民国建立到公元一九四一年，新建场七。即迥马、旌忠、两河(附北)、通仙、

金元、清凉(下东)、智水。民国十七年因土匪骚乱烧去永兴场。临解放时，县有新、老

场(镇)四十二个，住户一十七万一千七百一十一户，人1：3是七十七万五千八百九十八

人，设四十一个乡公所，辖五百四十八保五千六百四十五甲。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共蓬溪地

下党组织的配合下，解放了蓬溪县城(各场相继解放)。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胜

利地进行了打碎封建枷锁的民主改革一减退、土改和镇反运动。一九五二年，遵川北
行署关于调整划分共管、插花、飞地的指示，划蓬溪县属安福场归南充安福场管I划西

充县属文井、壁山两乡二十一个村、南充县属黄泥场及蓬南场南充所辖街村和街附近

村、三台县属象山街村和附场三村以及中江县临近象山地段、南充发达河飞地归蓬溪县

管辖。一九五三年划遂宁高升乡归蓬溪县属。此后，县属疆域无异动。一九六二年春，

按绵阳地区规划，蓬溪设十四个区，九。个人民公社(乡)和蓬莱、赤城两镇。赶场的

场(镇)五九个，县治赤城镇。

蓬溪地处浅丘，涪江两次穿流县境，四周与遂宁等十县接壤(详图)。全县有蓬

水、郭江等大小一十七条河流注入涪江。解放后，为改变生产条件，修水库一百三十一

座，塘堰三千六百六十口。大石桥水库可容水三千多万立方米，现已成为鱼、鸟成群、饱

灌三区一十八乡的粮棉稳产和旅游的地方。

蓬溪人民世代躬耕种植稻、麦、棉花、玉米、薯、豆和高梁等作物，兼以栽桑养

蚕、缫丝、煮酒、推粉、家养禽畜为副业。另外，蓬溪还以产盐著称。唐代有小盐井十三

口，解放时盐区遍及三十七个乡，投产活井一万三千九百二十二口，有盐工六千多人，

盐灶户八百九十六家，年产盐约二十六万担，产品外销南充、武胜、合川等数十县。清

末民初，盐由产销双方议价，官府课税放行。军阀混战时争夺盐税，蓬溪素有“银窝

窝”之称。

解放后，农、工、商各业得到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

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和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城乡市场更

加活跃。

蓬溪的工商市管机构，解放前沿陈制招商管理。一九五O年元月七日，县人民政府

成立，五月设工商科，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蓬溪县市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三十多

年来，工商市管机构经过三起三落后，职工队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县委、县人

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全县人民的支持下，已建设成了一支专业队伍，能根据国家的政策

法规稻法律，代表政府对工商企业进行经济监督和行政管理。一九]k--"年九月一日，为

了便于基层工商工作人员执行任务，更好地贯彻执行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维护经济秩

序，“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从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起，着统一制服。同年六月三十日，按

国家下达专疆指标招收待业高中毕业生三十八名。经一年多培训，这批人员现已能肩负
职责，较好地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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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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