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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的付梓问世，是宝丰县工商行政管理

史上第一部志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值得庆贺。

新中国成立近50年来，宝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经历了一个曲

折发展过程。历经沧桑，逐步发展。其间，它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集贸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多

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应有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

策的贯彻落实，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进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随之由过去侧重于管理集贸市场向管理社会主义大市场延伸，

由维护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

展转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高，管理职能渐趋扩

大，机构设置逐步完善，职工队伍逐渐壮大，执法力度日益增强，成

为监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行政执法部门。宝丰工商局作为政

府的职能部门，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规范市场经营主体资

格，保护平等竞争，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实施商标广告策略，强化经

济合同管理，打击假冒伪劣、查处经济违章违法行为，维护全县市场

经济秩序，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促进我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上树立起经济卫士的良好形象。

宝丰县工商局历任领导班子十分重视队伍形象建设。不仅在各

项业务职能上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而且在加强队伍思想作风建

设和文明单位建设等方面，也创出了佳绩，闯出了一条新路。尤其是

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勇于大胆探索，敢于拼搏进取，乃至成为

全省工商系统先进典型，并多次荣获省、市工商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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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志

从1988年以来县工商局连续十年保持省级文明单位殊荣；更为难能

可贵的是，1 996年跨入全国工商系统先进行列。 、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经验需要人们去总结推广，教训需要唤起

更多人予以吸取。基于此，编纂出版《宝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旨

在总结过去，服务当代，有益未来。县工商局前几任领导班子高瞻远

瞩，重视修志，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为《宝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志》

的成书奠定了基础。本志编写人员以地方志理论为指导，联系编纂实

际，不辞辛劳，多方搜集资料，精心撰写，多次易稿，终将告成。本

志系统地、翔实地记载了宝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客

观地记述了近5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反映了部门特点和时代特色。

她不仅是工商系统一部很有科学价值的资料参考书，而且是一项具

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建设成果；不仅有利于领导干部了解历史，而且为

我县工商事业的发展，提供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史实。我深信《宝

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的出版发行，将为振兴和发展宝丰经济，推进

-￡商系统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开创工商事业新成就，产生广泛

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

在走向新世纪的征途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面对前所未有的

机遇和挑战，肩负改革攻坚、体制转轨和开创社会主义大市场监督管

理新局面的历史重任。任务是艰巨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树雄心、

立大志、创大业，以志为鉴，开拓未来。让我们在县委、县政府和市

工商局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依法行政，廉洁高

效，为宝丰经济的全面振兴，工商事业兴旺发达，再创辉煌，昂首阔

步迈向二十一世纪。
’、

宝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 王诺玲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

想。 一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客观、全

面、真实、系统地记述宝丰县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旨

在服务当代，垂鉴后世。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首设概述，次设大事记，

继设机构队伍、市场管理、企业登记、个体私营经济、经济合

同、商标广告、经济检查、法制建设、党群组织、协会、人物

荣誉，共11章32节。．末缀附录，辑存史料。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

图文并茂。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规范简化汉字。

五、本志上限力求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止1 997年。个

人荣誉和集体荣誉延至1 998年。

六、大事记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相结合记述，以编年体为
、

王。

七、本志纪年，宝丰解放前，沿用中国历史纪年，且括注

公元纪年。解放后，皆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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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宝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志

八、本志人物设人物简介、人物名表。简介人物为历届正

副局长(含副科级)和省工商局以上机关表彰的先进个人(不

含单项业务工作获奖的个人)；名表人物为市工商局和县委、

县政府以上机关表彰的先进工作者。按时序与荣誉档次排列。

附录设工商人员名表。

九、本志所记地名、机构和职务等，沿用历史称谓。专用

名词及述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

十、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系指1 947年11月2 E／宝

丰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十一、本志数字书写和计量单位，以国家有关部门规定为

准。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宝丰县志》、县有关档案、报刊

和县工商局档案，部分取于有关部门志和有关人员回忆材料，

均不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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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宝丰县位于河南省中西部外方山东麓，北依汝水．，南临沙河，龙山东峙，药

峰西耸。东南连平顶山市区，西南接鲁山县，西北与汝州市交界，北、东北与

郏县隔河相望。东西长54公里，南北宽27公里，面积722平方公里。西部和

东部为浅山丘陵区，中部多为平原；气候以春旱多风，夏热多雨，秋温气爽，冬

寒少雪为特征。农作物盛产小麦、玉米、大豆、烟叶、花生等。主要矿藏有煤、

铝矾土、紫砂陶土、磷矿石、耐火粘土、水泥灰岩、铁矿石等。

宝丰历史悠久，远在旧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此劳作生息。商周时为应侯

国，秦为父城县，北宋时改名为宝丰至今。现为平顶山市市辖县。全县辖13个

乡(镇)，总人口46．42万人。 ·

宝丰地处宛(南阳)洛(洛阳)交通要冲，焦枝铁路纵贯南北，漯宝铁路

横穿东西。郑(州)南(阳)、洛(阳)界(首)公路越境而过，已成为省内较

大的交通枢纽。为土特产品和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工矿业、商贸业颇为发

达。
’

宝丰物华天宝，山川秀丽，地杰人灵。然而在旧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

于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在这块土地上，战乱连绵，灾害频仍，官贪吏虐，民

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发挥聪明才智，用勤劳的双手建设新宝丰，使各项事业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搞’

活经济的政策，打破了旧的经济模式，励精图治，求实创业，各条战线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至1997年底，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达26．5亿元，农业总产

值达到7．2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3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5978万元，城乡

集贸市场各类商品成交额达54913万元，经济形势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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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工商行政管理始于对市场商品交换的管理。尽管在各个历史时期称谓

不同，但实质都是国家对商品经济活动的行政管理。《周礼·地官》载有当时建

立治市之官，掌市之治，以后随着市场交易活动不断扩大，设置了比较健全的

行市机构，按职责分为教、政、刑、量、度、禁、令等。凡在市场买卖货物、兑

换货币、办理借贷、托售货物、比较度量及违法交易的处理等，都有一定的管

理机构和专职的官吏办理。

工商行政管理是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完善起来的。建国前虽设有

工商管理机构，但大都推行“重本抑末’’政策，对工商业采取限制发展的措施，

因而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

民国初期，由于战乱，工商行政管理处于瘫痪状态。民国17年(1928年)，

国民政府先后制定一些经济法规，把工业、商业、商会、交易所、商标注册、公

司登记等纳入管理。民国33年(1944年)，日军侵入，工商业凋零，市场冷落，

工商行政管理陷入停顿状态。1947年11月，宝丰解放。豫西工商行政管理局宝

丰局贯彻中原局《关于进一步恢复工商业的指示》，将恢复与发展工商业与安定

商业者的生活作为城乡工作的中心环节，重点管理重要物资，排除蒋币，调节

市场，巩固中钞，稳定物价，实行公私两利，保护城市和解放区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私营工商业

实行管理，以行政手段稳定市场物价，打击投机商业，调整公私关系，恢复发

展生产，组织物资交流，为活跃城乡市场，壮大国营经济，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建国初，宝丰社会经济凋敝不堪，生产力十分落后，经济成份复杂，国民经济

极为薄弱，资本主义工商业占有很大比重，并趁国家经济困难之机，大肆抢购

物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为巩固新生的人

民政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县人民政府指示精神，发布《加强市场管理取

缔投机商业办法》，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取缔黑市交易和非法经营机构；并通

过国营贸易机构抛售物资平抑物价。1952年，开始综合性工商行政管理，围绕

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加强企业登记

管理；加强市场监督，参与调整工商企业和开展“三反’’、“五反"；调整公私、

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参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小商小贩的社会

主义改造。次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普查登记，共发证1538户。1954年，贯彻

皇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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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组建合作商业、公私

合营、国营商业等形式，统一安排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实行粮、棉、油统购

统销，使国营商业逐步掌握了商品货源，私商粮行和私营批发被取缔。在市场、

货源、物价等方面对私营工商业进行限制，发展壮大了国营经济，促进手工业

的发展。1955年，全县私营商户851户，除转入农业112户外，其余739户全

部纳入改造轨道；全县个体手工业户1584户，除930户停产转行外，予以发展

的155户，维持生产的463户。1956年，境区私营工商业改造过渡为公私合营

或合作店、合作组，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确立，实行归口管理，统一计划指导，尤

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使不少人误认为快到共产主义了，可以实行按需

分配了，甚至提出要废除商品和货币的主张。随之，全县大部分集贸市场被关

闭。1961年，国民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县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贯彻中央重新恢复集贸市场的指示精神，采取一系列措施，迅速恢复

了集贸市场，并加强了对城乡集贸市场的管理：使一度萎缩和停止的集市贸易

活动重新活跃起来。1963年，县人民委员会恢复工商行政管理科，各区建立市

场管理委员会，放宽政策，活跃市场，支持工农业生产发展。当时，面对市场

上出现的倒买倒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投机倒把活动，县市场管理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开展了查处违犯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从而维护了社会

主义经济秩序，保证了国家计划的实现。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贯彻国务院《工商企业登记试行办法》．，宝丰县恢复

了企业登记管理工作，对国营、集体企业进行了清理整顿和全面登记。贯彻国

务院《商标管理条例》，进行商标普查，清理未注册商标，‘换发商标注册证，查

处了假冒注册商标的违法活动。 ．

“文化大革命"前期，宝丰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撤并，企业登记和商标注册工

作中止，集市贸易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受到限制，大部分集贸市场被关闭，

物资交流会被取缔，企业登记被诬蔑为搞“管、卡、压"，传统的名牌商标被认

为是“封、资、修"东西而遭到禁止。正当的工商企业经营活动得不到保护，广

大群众在生产、生活上造成极大困难，使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1974年，宝

丰县市场管理委员会成立，至1977年，有7个公社建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工作

重点是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严禁物资非法协作和外流，维护城乡市场秩序，促

使城乡市场经济日趋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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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78年，宝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下设7个工商管理所。次年，内设

3个职能股室，干部职工增至53人，各项管理工作开始步入正常轨道。其后，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贯彻落实。

随之，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逐步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宝丰县工商局

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相继开展工业、商业、饮食业、

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普查登记，恢复城乡集贸市场，支持工商企业、个体私营

经济发展。1982年始，随着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扩大，县工商局相继增设经济

合同等与其相配套的业务股室，办公条件得以改善，管理力度逐步加大，并坚

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放宽各项管理政策，把支持国有、集体和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作为重要任务，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

通渠道并存，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公有制经济有益的必要的补充，进

而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打击经济违章

违法，保护合法经营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全县创造良好经济环境。1983年

起，市场建设步伐逐步加快。县工商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社会各界多

方筹措建设资金，先后建成城关农贸市场，县城利民路、东惠众路，大营农贸

市场等一批集贸市场和工业品市场。从而，进一步繁荣了城乡经济，满足了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1984年始，县工商局实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化队伍形象建设。紧紧围

绕建一流队伍、树一流形象、创一流业绩的指导思想，对全系统103名干部职

工首次进行两级招聘制改革。并逐步由两级招聘引入竞争机制，进而又推行双

向选择和动态管理．，创出了一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路，成为全省工商系统

队伍建设的先进典型。从而，拓宽了选贤用人的视野，培养和造就一支素质较

高的行政执法队伍。

1985年，县工商局从基层建设入手，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改善所容所貌，

健全约束机制，加强行风整顿，使文明单位整体水平明显提高。随之，党的建

设、工青妇组织以及县个协、消协等工作也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保证了

各项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1985年至1990年，境区一度出现“公司”、“中心’’等名目繁多的企业，乃

至派生一些“无场地、无资金、无人员、无设备"的四无企业和“皮包公司’’，

扰乱经济秩序。县工商局按照省工商局《关于对各类“中心"、民营公司及集资、

联营、合作、个体企业进行整顿的意见》精神，组织力量，摸底排查，分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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