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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

成就日新月异，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市场繁荣，百业兴旺，进现了： “政策对头百业

兴旺，致富有路万户欢”的一派大好形势。我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时期。毛主席说： “要重视中国近百年史及近百年各种专业史的研究”。盛世修

志，势在必行．予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汉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

为继承和¨发扬我国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致力编写《汉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志》作为汉

源县新县志的组成部份．以期为承先寤后提供乡土教材和历史借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提供历史资料，以便从中探讨规律-，发扬所长^避其所短，有利于促进商品生产的

发展，繁荣经济。让全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者都能从《汉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志》中得到

启迪，受到教益。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各级人民政府的一个经济行政管理机关。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

成部份，是经济法规的执行机关，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通过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市

场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理、经济合同管理、个体经济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制止商

品流通中的不正之风等主要工作，具体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法律．法令。从

而保护合法经营、制止非法经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证国家计划、为促进商品生产

的发展，活跃流通，繁荣经济服务。

《汉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恩想为指导，坚持以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本悫通过查阅历史挡案，座谈，走访IZl碑，征集历史文献，由昔及今顺

序编写，力图根据几个历史时期的资料总结经验教训，着重记叙解放初期加强市场管

理，稳定市场物价，增加国家税收，+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购统销时严格按照

国冢统购统销政策管理市场，保证国家对大宗农副产品收购任务的完成； “～化三改

造“中坚决执行对私营工商业玉蝴n陵馥，议遣的政策，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任务；在三年经济困难时鞭詹艇磨决飙猗彳淹二年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



对企业实行全面登记管理，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了农村经济：在十年动乱中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职能被削弱，工作受影响。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了集市贸

易，恢复和发展了个体经济，搞活了流通，开始了市场建设，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逐步走

上了正轨．

中央(1 9 8 3)一号文件指出：我国农村正处在。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

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化农业转化”。这是一个大趋势，也是八十年

代中国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一个总的背景。流通是商品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探

生产必须抓流通。这就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回顾过去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

经验教调，深知今日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展望将来生产更加发展，市场更加繁荣兴旺的

美好前景，我们必须继续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统一思想，同中央保持一致。我们

的工作，必须服从于全党的总目标、总任务，充分发挥部门的职能作用。为“四化”建

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屈 例

一、本志内容，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忠于史实的原则，对本部门的历史和现

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记述机关的建置沿革，集市贸易管理、工商企业登记管

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广告)管理，个体经济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等项主要工作。

二、本志上限时间为一九一二年，下限时间为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以“记”为主，“图”、“表”结合的记述结构。

四、本志着重从横的方面按事分类，安排章、节，但在各节正文中，则以具体事件

发生先后次序，以纵的方面予以叙述。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汉源县挡案局。雅安地区挡案馆。本局办公室资料，以及有关

单位提供部份资料和老干部。老职工，社会知情人员的座谈口碑。

本志记述时间“为公元时间”记述场期按民国以农历记述，地名以l 9 8 1年9月

2 5日汉源县人民政府汉府发(1 9 8 1)9 4号文件所定的名称“( )”内者为

原地名。

七、本志所记集市贸易成交情况，工商企业的统计，经济合同的统计，均系年报数

据。投机倒把案件数、物资数据，系本局结案后的数字。

八，本志除序言、前言、编写主名单、凡例、目录、概述、大事年表外共l 4章

5 3节，另附一些有关数字和复制的原件，以资参考。

九、本志编写完毕后．所有编采的资料均作归挡保管以便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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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机关面貌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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