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荔县商业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

张杰明

赵克强

贺学琛

张金海

任克忍

车华野

袁少锋

编写办公室

责任编辑：张金海

主 笔：刘建璋

成 员：靳敬辅

杨彦囤

马真第



《大荔县商业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

张杰明

赵克强

贺学琛

张金海

任克忍

车华野

袁少锋

编写办公室

责任编辑：张金海

主 笔：刘建璋

成 员：靳敬辅

杨彦囤

马真第



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前排左起 张杰明 张金海 赵克强 贺学琛

后排左起 任克忍 袁少锋 车华野

编写办公室成员

前排右起 张金海 刘建璋靳敬辅

后排右起 杨彦囤 马真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 言

凡例

概述

大事记

第一章组织机构⋯⋯⋯⋯⋯⋯⋯⋯⋯⋯⋯⋯⋯⋯⋯⋯⋯⋯(1)

第一节商民组织⋯⋯⋯⋯⋯⋯⋯⋯⋯⋯⋯⋯⋯⋯⋯⋯(1)

一、行业帮会⋯⋯⋯⋯⋯⋯⋯⋯⋯⋯⋯⋯⋯⋯⋯⋯(1)

二、商 会⋯⋯⋯⋯⋯⋯⋯⋯⋯⋯⋯⋯⋯⋯⋯⋯(3)

三、同业公会⋯⋯⋯⋯⋯⋯⋯⋯⋯⋯⋯⋯⋯⋯⋯⋯(5)

四、工商业联合会⋯⋯⋯⋯⋯⋯⋯⋯⋯⋯⋯⋯⋯⋯(8>

五、个体劳动者协会⋯⋯⋯⋯⋯⋯⋯⋯⋯⋯⋯⋯⋯(11)、

第二节管理机构⋯⋯⋯⋯⋯⋯⋯⋯⋯⋯⋯⋯⋯⋯⋯⋯(12)，

一、劝业所⋯⋯⋯⋯⋯⋯⋯⋯⋯⋯⋯⋯⋯⋯⋯⋯⋯(1 2)、

二、建设局⋯⋯⋯⋯⋯⋯⋯⋯⋯⋯⋯⋯⋯⋯⋯⋯⋯(12>

三、社会科⋯⋯⋯⋯⋯⋯⋯⋯⋯⋯⋯⋯⋯⋯⋯⋯⋯(1 3)，

四、工商科与商业局⋯⋯⋯⋯⋯⋯⋯⋯⋯⋯⋯⋯⋯(1 3)·

第三节 党团工会组织⋯⋯⋯⋯⋯⋯⋯⋯⋯⋯⋯⋯⋯⋯(17)一

一、共产党组织⋯⋯⋯⋯⋯⋯⋯⋯⋯⋯⋯⋯⋯⋯⋯(1 7>

二、共青团组织⋯⋯⋯⋯⋯⋯⋯⋯⋯⋯⋯⋯⋯⋯⋯(20>

三、工会组织⋯⋯⋯⋯⋯⋯⋯⋯⋯⋯⋯⋯⋯⋯⋯⋯(22)

第二章私营商业⋯⋯⋯⋯⋯⋯⋯⋯⋯⋯⋯⋯⋯⋯⋯⋯⋯⋯(25>

1



第一节挂牌商号⋯⋯⋯⋯⋯⋯⋯⋯⋯⋯⋯⋯⋯⋯⋯⋯(26)

一、连东带掌⋯⋯⋯⋯⋯⋯⋯⋯⋯⋯⋯⋯⋯⋯⋯⋯(27)

二、领本生意⋯⋯⋯⋯⋯⋯⋯⋯⋯⋯⋯⋯⋯⋯⋯⋯(27)

第二节匠作店铺⋯⋯⋯⋯⋯⋯⋯⋯⋯⋯⋯⋯⋯⋯⋯⋯(38)

一、皮毛作坊⋯⋯⋯⋯⋯⋯⋯⋯⋯⋯⋯⋯⋯⋯⋯⋯(38)

二、酿违业⋯⋯⋯⋯⋯⋯⋯⋯⋯⋯⋯⋯⋯⋯⋯⋯⋯<39)

三、家庭手工业⋯⋯⋯⋯⋯⋯⋯⋯⋯⋯⋯⋯⋯·⋯··(39)

第三节 小商贩与个体商业⋯⋯⋯⋯⋯⋯⋯⋯⋯⋯⋯⋯(40)

第三章私 改⋯⋯⋯⋯⋯⋯⋯⋯⋯⋯⋯⋯⋯⋯⋯⋯⋯⋯(42)

第一节公私合营⋯⋯⋯⋯⋯⋯⋯⋯⋯⋯⋯⋯⋯⋯．n．··一(45)

第二节 合作商店(组)⋯⋯⋯⋯．．·⋯一···⋯⋯⋯⋯⋯·(48)

．7 第三节 集体商业综合公司⋯Q O D O O 0⋯⋯”⋯⋯⋯⋯⋯⋯·(51)

第四章国营商业⋯⋯⋯⋯⋯⋯w⋯⋯⋯⋯譬⋯⋯⋯⋯⋯⋯(53)

j第一节体制⋯·⋯⋯。·⋯⋯⋯⋯⋯⋯⋯⋯⋯⋯⋯⋯⋯⋯·(53)

第二节 国营公司⋯·⋯一⋯⋯⋯⋯⋯⋯⋯⋯⋯··⋯⋯⋯·(57)
’

一、百货公司⋯⋯⋯⋯⋯⋯⋯⋯⋯⋯⋯⋯⋯⋯⋯⋯(57)

二、药材公司⋯一⋯⋯⋯⋯⋯⋯⋯⋯⋯⋯⋯⋯⋯⋯·(64)

三、石油公司⋯⋯⋯⋯一⋯⋯⋯⋯⋯⋯⋯⋯⋯⋯⋯·(6 9)

四、食品公司⋯⋯⋯⋯⋯⋯⋯⋯⋯⋯⋯··⋯⋯⋯⋯·(72)

五、五金交电化工公司⋯⋯⋯⋯⋯⋯⋯⋯⋯⋯⋯⋯(78)

六、饮食服务公司⋯⋯⋯⋯⋯⋯⋯⋯⋯⋯⋯⋯⋯⋯(84)

七、果菜杂品公司⋯⋯⋯⋯⋯⋯⋯⋯⋯⋯··⋯⋯⋯·(90)

!．． 八、副食公司⋯⋯⋯⋯⋯⋯⋯⋯·⋯⋯⋯⋯⋯·⋯⋯(92)

九、锦华食品厂⋯Ol el qlo o o o⋯⋯⋯g Q O 004⋯⋯⋯⋯···⋯(98)

一第三节各个历史时期的商业⋯⋯⋯⋯⋯⋯⋯⋯⋯⋯⋯(99)

2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99)

：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00)

三、“大跃进"时期⋯⋯⋯⋯⋯⋯⋯⋯⋯⋯··⋯· (101)

四、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 03)

五、 “文化大革命9’时期⋯⋯⋯⋯⋯⋯⋯·．．．⋯·· (1 06)

六、粉碎“四人帮”以后⋯⋯⋯⋯⋯⋯⋯·⋯⋯·· (109}

第五章经营管理⋯⋯⋯⋯⋯⋯⋯⋯⋯⋯⋯⋯⋯⋯⋯⋯⋯(1 1 7>

第一节计划管理⋯⋯⋯⋯⋯⋯⋯⋯⋯⋯⋯⋯⋯⋯⋯ (1 1 7>

第二节财务管理⋯⋯⋯⋯⋯⋯⋯⋯⋯⋯⋯⋯⋯⋯⋯ (1 1 9>

第三节仓储管理··⋯⋯⋯⋯⋯⋯⋯⋯⋯⋯⋯⋯⋯⋯· (1 24)

第四节物价管理⋯⋯⋯⋯⋯⋯⋯⋯⋯⋯⋯⋯⋯⋯⋯(126)

第五节劳动管理⋯⋯⋯⋯⋯⋯⋯⋯⋯⋯⋯⋯⋯⋯⋯ (1 31)

第六节 民主管理⋯⋯⋯⋯⋯⋯⋯⋯⋯⋯⋯⋯⋯⋯⋯(132>

第六章集市贸易⋯⋯⋯⋯⋯⋯⋯⋯⋯⋯⋯⋯⋯⋯⋯⋯⋯(134>

第一节币场分布⋯⋯⋯⋯⋯⋯⋯⋯⋯⋯⋯⋯⋯⋯⋯(1 34)

第二节定期月会⋯⋯⋯⋯⋯⋯⋯⋯⋯⋯⋯⋯⋯⋯⋯(1 38)

第三节专业市场⋯⋯⋯⋯⋯⋯⋯⋯⋯⋯⋯⋯⋯⋯⋯ (1 3 9)

第四节传统庙会⋯⋯⋯⋯⋯⋯⋯⋯⋯⋯⋯⋯⋯⋯⋯(147}

第五节节令性传统古会⋯⋯⋯⋯⋯⋯⋯⋯⋯·⋯⋯··(149)一

第六节夜市⋯⋯⋯⋯⋯⋯⋯⋯⋯⋯⋯⋯⋯⋯⋯··⋯· (1 50)

第七节码头车站⋯⋯⋯⋯⋯⋯⋯⋯⋯⋯⋯⋯⋯⋯⋯ (1 51)，

第八节 求匕零网点⋯⋯⋯⋯⋯⋯⋯⋯⋯⋯⋯⋯⋯⋯··· (1 53)

第七章购销⋯⋯⋯⋯⋯⋯⋯⋯⋯⋯⋯⋯⋯⋯⋯⋯⋯⋯⋯(1 56)

第一节 建国前的出口、入口与转口⋯⋯⋯一⋯⋯⋯· (1 56)

一、出口⋯⋯⋯⋯⋯⋯⋯⋯⋯⋯⋯⋯⋯⋯⋯⋯⋯(1 56)

3



二、入13"⋯⋯⋯⋯⋯⋯⋯⋯⋯⋯⋯⋯⋯⋯⋯⋯⋯ (1 58)

三、转口⋯⋯⋯⋯⋯⋯⋯⋯⋯⋯⋯⋯⋯⋯⋯⋯⋯ (1 59)

四、特贷⋯⋯⋯⋯⋯·⋯⋯⋯⋯⋯⋯⋯⋯⋯⋯⋯··(t 60)

第二节 商品购迸⋯⋯⋯⋯⋯⋯⋯⋯⋯⋯⋯⋯⋯⋯⋯ (1 6 1)

一、计划调拨⋯⋯⋯⋯⋯⋯⋯⋯⋯⋯⋯⋯⋯⋯⋯ (1 6 1)

二、农副产品收购⋯⋯⋯⋯⋯⋯⋯⋯⋯⋯⋯⋯⋯ (1 6 2)

三、地产工业品收购⋯⋯⋯⋯⋯⋯⋯⋯⋯⋯⋯⋯ (1 66)

四、自由采购⋯⋯⋯⋯⋯⋯⋯⋯⋯⋯⋯⋯⋯⋯⋯ (16 7)

第三节 商品销售⋯⋯⋯⋯⋯⋯⋯⋯⋯⋯⋯⋯⋯⋯⋯(1 6 7)

一、本匕发⋯⋯⋯⋯⋯⋯⋯⋯⋯⋯⋯⋯⋯⋯⋯⋯⋯ (1 6 7)

二、零售⋯⋯⋯⋯⋯⋯⋯⋯⋯⋯⋯⋯⋯⋯⋯⋯⋯ (1 68)

1。统销⋯⋯⋯⋯⋯⋯⋯⋯⋯⋯⋯⋯⋯⋯⋯⋯ (168)

2．限量供应(票证供应)⋯⋯⋯⋯⋯⋯⋯⋯(168)

3．特需供应⋯⋯⋯⋯⋯⋯⋯⋯⋯⋯⋯⋯⋯··· (169)

第八章职工队伍⋯⋯⋯⋯⋯⋯⋯⋯⋯⋯⋯⋯⋯⋯⋯⋯⋯(1 78)

第一节 职工基本情况⋯⋯⋯⋯⋯⋯⋯⋯⋯⋯⋯⋯⋯ (1 78)

第二节职工教育⋯⋯⋯⋯⋯⋯⋯⋯⋯⋯⋯⋯⋯⋯⋯ (1 79)

一、政治思想教育⋯⋯⋯⋯⋯⋯⋯⋯⋯⋯⋯⋯⋯ (1 79)

二、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竞赛⋯⋯⋯⋯⋯⋯⋯ (1 83)

三、业余文化技术培训⋯⋯⋯⋯⋯⋯⋯⋯⋯⋯⋯ (188)

第三节 工资与福剩⋯⋯⋯⋯⋯⋯⋯⋯⋯⋯⋯⋯⋯⋯ (1 93)

一、工资⋯⋯⋯⋯⋯⋯⋯⋯⋯⋯⋯⋯⋯⋯⋯⋯⋯ (1 e3)

1．私营商业店员待遇⋯⋯⋯⋯⋯⋯⋯⋯⋯⋯ (1 93)

2．国营商业职工待遇⋯⋯⋯⋯⋯⋯⋯⋯⋯⋯ (1 94)

4



奖励⋯⋯⋯⋯⋯⋯⋯⋯⋯⋯⋯⋯⋯⋯⋯·“⋯(1 95)

福利⋯⋯⋯⋯⋯⋯⋯⋯⋯⋯⋯⋯⋯⋯⋯⋯⋯(1 97)

第九章名商录⋯⋯⋯⋯⋯⋯⋯⋯⋯⋯⋯⋯⋯⋯⋯⋯一：·“(201)

第一节旅外商贾⋯⋯⋯⋯⋯⋯⋯⋯⋯⋯⋯⋯⋯⋯⋯(201)

第二节驰名商号⋯⋯⋯⋯⋯⋯⋯⋯⋯⋯⋯⋯⋯⋯⋯(204)

第三节 义商录⋯⋯⋯⋯⋯⋯⋯⋯⋯⋯⋯⋯⋯⋯⋯⋯(21 o)

第十章名特篇⋯⋯⋯⋯⋯⋯⋯⋯⋯⋯⋯⋯⋯⋯⋯⋯⋯⋯ (21 3)

第一节 同州贡品⋯⋯⋯⋯⋯⋯⋯⋯⋯⋯⋯⋯⋯⋯⋯(21 3)

第二节 同问特产⋯⋯⋯⋯⋯⋯⋯⋯⋯⋯⋯⋯⋯⋯⋯ (214)

一、同州皮货⋯⋯⋯⋯⋯⋯⋯⋯⋯⋯⋯⋯⋯⋯⋯ (21 4)

二、大荔织绒⋯⋯⋯⋯⋯⋯⋯⋯⋯⋯⋯⋯⋯⋯⋯(21 5)

三、大荔三宝一一“108，，⋯⋯⋯⋯⋯⋯⋯⋯⋯(216)

四、同州大西瓜⋯⋯⋯⋯⋯⋯⋯⋯⋯⋯⋯⋯⋯⋯(21s)

五、玺耳羊⋯⋯⋯⋯⋯⋯⋯⋯⋯⋯⋯⋯⋯⋯⋯⋯(21 9)

第三节名菜佳肴⋯⋯⋯⋯⋯⋯⋯⋯⋯⋯⋯⋯⋯⋯⋯(220)

一、带把肘子⋯⋯⋯⋯⋯l
O·t Ob⋯⋯⋯⋯⋯⋯⋯⋯(220)

二、水磨丝⋯⋯⋯⋯⋯⋯⋯⋯⋯⋯⋯⋯⋯⋯⋯⋯(222)

三、蜜汁轱辘⋯⋯⋯⋯⋯⋯⋯⋯⋯⋯⋯⋯⋯⋯⋯(223)

第四节 风味小吃⋯⋯⋯⋯⋯⋯⋯⋯⋯⋯⋯⋯⋯⋯⋯(224)

一、水盆羊肉与月牙烧饼⋯⋯⋯⋯⋯⋯⋯⋯⋯⋯ (224)

二、枣模糊⋯⋯⋯⋯⋯⋯⋯⋯⋯⋯⋯⋯⋯⋯⋯⋯(225)

三、炉齿面⋯⋯⋯⋯⋯⋯⋯⋯⋯⋯⋯⋯⋯⋯⋯⋯(22 5)

四、豆腐脑儿⋯⋯⋯⋯⋯⋯⋯⋯⋯⋯⋯⋯⋯⋯⋯ (226)

第五节驰名糕点⋯⋯⋯⋯⋯⋯⋯⋯⋯⋯⋯⋯⋯⋯⋯(227)

“大兴通”水晶．酥饺·“滋生东"朱饼·张口饺子
5



第十一章．重大事故⋯⋯⋯⋯⋯⋯⋯⋯⋯⋯⋯⋯⋯⋯⋯⋯(230}

第一节火灾⋯⋯⋯⋯⋯⋯⋯⋯⋯⋯⋯⋯⋯⋯⋯⋯⋯(230)

第二节抢劫⋯⋯⋯⋯⋯⋯⋯⋯⋯⋯⋯⋯⋯⋯⋯⋯-．· (232>

第三节盗窃·⋯⋯⋯·⋯-⋯⋯⋯⋯⋯⋯⋯⋯⋯⋯⋯⋯ (23 3)t

第四节伤亡⋯⋯⋯⋯⋯⋯⋯⋯⋯⋯⋯⋯⋯⋯⋯⋯⋯(233>

第五节其宅⋯⋯⋯⋯⋯⋯⋯⋯⋯⋯⋯⋯⋯⋯⋯⋯⋯ (23 5)

第十=章附录⋯⋯⋯⋯⋯⋯⋯⋯⋯⋯⋯⋯⋯⋯⋯⋯⋯⋯(236)·

第一节经商典故⋯⋯⋯⋯⋯⋯⋯⋯⋯⋯⋯⋯⋯⋯⋯ (236}

第二节古今生意经⋯⋯⋯⋯⋯⋯⋯⋯⋯⋯⋯⋯⋯⋯(239)

第三节商联选⋯⋯⋯⋯⋯⋯⋯⋯⋯⋯⋯⋯⋯⋯⋯⋯(247)

第四节商业顺口溜⋯⋯⋯⋯⋯⋯⋯⋯⋯⋯⋯⋯⋯⋯(255)

后 记⋯⋯⋯⋯⋯⋯⋯⋯⋯⋯⋯⋯⋯⋯⋯：⋯⋯⋯⋯⋯··(257)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大荔县，古同州。素有“东辅重镇，，之称。泰厉共公十六年
(前46

1)建县治。西魏废帝三年(554)改华州为同州，州县合

一，辖五县。清雍正十三年(1735)升州为府，“统治十城"。在

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日月交替，沧海桑田，勤劳智慧的人

民在达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了文明，成

为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纵观我县历史，查阅所存史志，一千多年来，至今倚无一部完

整的商业志书。这无疑是一个空白。虽然自明天启五年(1 625)马

朴编纂《同，,t1-心-2-》后，历朝先辈所纂的州、府、县志，共达1 1部之

多，然而，关于大荔县商业方面的记述仅有“商要鲜厚资，力田所

赢，负贩无有"等寥寥数语，实属遗憾。《大荔县商业志》的问世，

填补了历史遗留的达一空臼。达是全县人民，特别是商业战线的广

大干部职工一大喜事，值得额手庆贺。

《大荔县商业志》列为我县专业志之一。它立足当代，侧重近

代，追溯古代。横排竖写，层层相辖，领属分明，力求简、明、

全。是一部以现状为主，如实地记载了新中国建立前后两千多年

来，大荔县商业的发展、兴衰起伏情况。对建国后，特别是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则浓墨重笔。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详今略

古。从现状出发，为现实服务，突出商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时代特

点，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实用性。较为表露直观，开宗明义， 致用

便览。

1



通览全志，7得益非浅。一册在手，全局在握。其堪称我县商业

的百科全书。欣逢当前改革，广大商业职工、干部特剔是领导干

部，如能全面阅读，对懂得过去，知道现在，认识未来，启迪子

孙，惠及后人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还具有资政、

存史和教育之功能。特别是其“资政"的实用价值更为突出。对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发挥巨大的功效。

大荔县副县长靳峰元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足当代，详今略古，通合

古今、左右兼顾"，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结构按章、节、目三层编写。有些内容较简的只设章节

两个层次。凡12章47节。横排竖写，平列叙事。又以概述、大事记

通贯全志。力求统领合理，归属得体，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企及

内容完整。

三、时限。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85年底。

四、表述。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个别事件条志始末。选本系

统和与本系统有关的重大事件辑录之。

五、所志内容，建国前按历史实际以反映商会管辖范围为主：

建国后以商业局所辖的单位为主。有关供销社的史实，除合拜期间
的粗笔勾勒外，余不志。

六、以语体文为主，只是在引用古籍原作处，仍用其文言文。

也有少数地方文臼间用，但以出于自然为主，冀求通俗易懂，避免
枯燥乏味。

七、体裁。志、记，述、录拜用，以志为主。图表照片穿插其
问。

八、用字、以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宇为准。少数有特定含义的

字和一些人名、地名、书籍名以及古籍文字，用简化字恐生误解，



仍保留其原来的繁体字或异体字。

九、纪年和地名。建国前，按历史本来面目，仍用当时朝代年

号纪年，夹洼公元。地名夹洼今名。建国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十、资料来自多方面，有明代以来州、府、县旧志，有当时出

版的报刊年鉴；有历史档案原件；有商界老前辈、老干部和知情老

年人的口碑。通过核对、筛选，力求情况翔实，数字准确。

十一、数据。除职工基本情况为编写办公室根据各公司提供而

、汇总的外，其余均根据县统计局《大荔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县

商业局《商业统计资料》、1980—1985年的数据为商业局提供。

十二、贡品与特产，只志其所知而显，良且特者。余不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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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荔县皂P古(前720～46 1)之“大荔戎国"。囱秦厉共公十六

年(前46 1)灭国设县后，历代相继设县、郡、州、府等治。民国

亦设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斯地。其地之重要，泰为左辅重

镇，唐称上辅要地，明天启《同州志》载“凤称天府重辅”。今之

大荔县囊括1950年前的平民县和1958年前的朝邑县。东依黄河，与

山西相望；南傍渭水，与潼关、二华为邻；西濒干坑、洛河，与渭

南蒲城毗连；北靠铁镰山，与澄城合阳接壤。东西长42．5公里，南

北宽39公里。总面积1 766平方公里。

大荔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治东有黄河滩地230万亩。减产花生，

产量居全省之冠。县南洛渭之间有沙苑及其南北两边之沙质土壤，

广40公里，袤15公里。水源充足，物质丰富，减产各种水果蔬菜，

历来是东府渭北各县的果菜基地，是“大荔t 08’’、 “同州大西

瓜"和“沙苑蒺藜"的主产地。当地群众称之为“入十里金马

驹"。铁镰山与洛水环抱的广阔平原，凭洛惠而盛产粮棉，以产高

质优被国务院订为国家优质棉生产基地之一。基于自然地理条件优

越，产品交换的商业集市率先形成，囱不待言。

自古商为四民之隶，五业之尾。不为人重，乘亦不志。故大荔商

业虽源远却难逆溯。惟稽街名之由来更易，考街房之建造岁次，

方略窥梗概。大荔远在西魏废帝三年(554)改华州为同州时，鲫

已有“集场，，，“在城四街及西关"。清雍正十三年(1735)同蚍

升府，由治五县而辖十城。商旅云集，商业贸易呈现兴旺。道光中

1



叶，翻新建造新房一时成风，其营建态势，直至今日筒完整的被商

店利用，足见本县商业远在道光以前已经进入鼎盛时期。光绪年

间，灾害频繁，仅原大荔县道光三年(1 823)人口223，000人，到

光绪五年(1879)减为72，679人，可知本县商业开始进入衰败时

期。光绪廿一年(1892)到清未，甘肃回民再度起义波及本县。

乡村富有者，赓续进城避乱。以是，城内人口剧增，本县商业又趋

兴旺。

民初，军阀混战，兵革未患。乡中绑票勒赎，时有发生。商民

在途商品常遭劫抢。加上民国十八年(1 929)大旱，麦秋无收，商

业又陷于凋零萧条。民国十九年(1 9 30)后，政局稳定。除个别年

份遭灾外，多属较好年景，社会秩序渐形安宁。同时，火车也通到

潼关渭南，本县商业再现繁荣。抗战军兴，本县地处河防前沿重

地。沦陷区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纷纷西来，抗日大军云集本县

周围。又促进了本县商业的战时繁荣。仅原大荔的立案挂牌商号就

由民二十年(I 93 1)的I 50多家，发展到民国卅三年(I 944)的500

，多家。抗战胜利到本县解放前，货币贬值剧烈，国民党政权又以发

行“关金”(1946年1月)、“金圆券”(1948年)企图挽救货币

崩溃危局。讵料弄巧成拙，物价反而腾飞更凶。由一日三变进而瞬息

数变，钞票几成废纸。商户获利，虽货值剧增，但存货销空、无力

填充。因而外强中干，大多摇摇欲坠。有些因无力支持而歇业倒闭。

1949年大荔解放，党和政府采取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私营商业

很快发展起来。1950年，原朝邑县有私商57l户(不包括摊贩)，

从业人员1301人。1955年就发展到i526H，2224人。

1953年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有订划的发展国民

经济，除棉商粮商因国家统购统销全部转业舛，其他行业从1 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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