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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桦句县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张 文 华

桦甸他于吉林省中部偏东南，辉发河畔，松花江之滨，东经126。25，、北纬42。55，；

市区东西长1 0．5公里、南北宽4．8公里，面积50平方公里。辉发河沿城西、南、东三面蜿蜒

流过，四两环山、中部乎坦，构成优美的桦甸盆地。

城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3．9℃，无霜期1 32天，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 37 9．3小时，降水迢为748．1毫米，年最大积雪深度54厘米，蕾导风向为西南风，风速

22米／秒，

本县占时为战争要衢，唐朝为勃海五京之一的巾京显德府，现今尚有土城(苏密

城)遗址，由于清朝管制而荒芜。县城原名大兴镇，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光绪七年

(1881)清庭开放苏密甸子，商贾渐集：：光绪三十四年(1 908)设县治，原拟设县北部

的桦树林+r，后改设官街，取名桦甸县。

民国廿年(1 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入桦甸，县城遭到掠夺破坏工商业陷入

困境，部份中小业户纷纷倒闭。

1 947年6月桦甸解放，全县人民在中圈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围家经济建设事业

的发展和油目：页岩矿的开采，使桦甸成为省的石油工业基地，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

现在全县人f1 4 3．5J7人；总面积6468平方公里，为八山一水一分田类型地貌；森林

面积44．1 5万垧，复盖率68％，林中有虎、熊、野猪、狍、鹿和山参、园参、贝母、天

麻，五味予等多种名贵中药动植物；地下蕴藏着二#富的金、铜、铁、煤、油母页岩、

矽藻土等矿物；水利资源丰富，国家重点工程白山水电站已有三台机组发电，国家中型

红石水电站也有三台机组发电，年总发电超为360万度；烟(烟筒山)白(白山镇)铁

路贯穿市区；公路四通八达，乡乡镇镇通客车；向东500华疆处是北方旅游脏地一一长

白山天池，无数旅游者经城而过；宽敞笔直的桦甸大街、人民路犹如两条巨臂。将市区交

撑的越发饱满，繁华的商业大街一一振兴路、大兴街人群熙攘，热闹非常，高楼大厦鳞

次栉比，井然有序，映衬出桦甸的欣欣向荣。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1 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申编写

地方志。桦甸县：C商业联合会志于1 985年12月着手编纂，1 987年10月完成初稿。

《桦甸县工商业联合会志》从选拔工作人员、培训骨干、搜集资料、设计篇目，初

稿、修改、审稿、定稿、缮写印刷，曾数易其稿，编写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凝聚了多

人智慧，在桦甸工商界历史长河、纷繁杂乱的资料中遴选出志稿所需之资料，方成此志。



在编纂过程中始终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为一条主线。

在遴选资料上，尽量在追本朔源上下工夫，遵循“厚今簿古”、 “古为今用”的原

则。在资料中以文字档案，图书资料为准；口碑和传说为参考，如实地记述了我县工商

业联合会发展的历史，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

编写出这样一册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会志，并彳i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情，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主委张文华亲自调查走访，对志稿不断补充修

正，副主委栾学光主动领导编写工作，秘书长许广田多方面努力搜集资料，付出了辛勤

的劳动。并得到县委史志办公室领导张书海的大力支持。

主编周发源年近花甲，编写本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如实地反映了桦甸T商各业发

展概貌，记录了工商界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的丰功伟绩。
。

本志书的成书将会激励后人奋发图强，使桦甸经济能够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全’传共9章24节近10万字，全面反映了工商业联合会的历史及箕发展，求得起到资

治、教化、存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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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所采用资科多为桦甸县档案绾所存和本会历年积累之资料，对于口碑谚料

只做参考，孤证不取。

二，本志体裁为白话文、记叙体，综合运用记、志、表、图，录五体，但以“善”
为主。

三、本志内容断限以光绪三十四年l 908年建县时为上限，下限为1 985年．

四、本志纪年以公元为主。但中华人民共和固之前的纪年，先纪年号，后夹注元早

年代。

五、本志各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省略名称的使用，对内容模糊不清的不

用。如林彪“四人帮”写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四化”写成“农业、工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或简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六、本志不使用交待不清的词语。 “组织上”， “领导上”， “群众”等集合名词

一般不用。如：不能说一个人是贫下中衣家庭出身，应说是“贫农”还是“下中农”出

身。

七，时间表述；住确，不用含混词语表达时间。如“今年”、 “明年”、 “今天”．

“明天”、 “本月”、 “上月”，一般情况下，不用时间代名词，避免交待不清的时问

概念，如“最近”． “不久以前”． “那些时候”等，年份一律用全数，不省略，
如：“1 981年”，不写成“81年”。

八、几行文中的分数用汉字表示，如四分之一；百分比，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九、称谓，直呼其名，不称其职务或尊称。如“张文华”不写成“文华同志”、
“

俞翔县长”只写成“俞翔”。

十、金钱单位，多少多少元，在钱数前冠以“伪满国币”、 “东北流通券” “人．民

币”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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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桦甸县工商业联合会的历史是伴随桦甸县经济崛起而兴起，伴随桦甸经济，炎敝而衰

敝，更伴随桦甸经济振兴而振兴。桦甸县工商业联合会的兴衰起伏，正是桦甸县的历史

兴衰起伏盐折发展的一个侧面．

桦甸县在祖国历史上仅为一边袤之地，可是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所谓资源丰富，

历来以“关东三宝”享有盛誉二fII：I原；凭松花江丰富水利资源而利交通，著称子世；：冠

尽地下宝藏籍夹皮沟“日进斗金”之盛名而名噪天下。所谓历史悠久的“渤海王朝”时

代早已被海外诸民族所仰慕。只是到了近代，清朝统治阶级视长白!lj脉为“龙兴肇基之

地”被“封禁”之后，这瑰宝之地才逐渐荒漠，随之历史上的繁荣景象和正在发展的工

商业，也随之凋敝、中断了。

诚如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更不会依人们意志为转移。 “铺天盖”金脉的露

头，南山里老山参和二匕特产品，各种药材的下山，原始林木的采伐，随之而来的便是工

商业的崛起，商贾的频繁交往。十八世纪初，老营盘一带的沿江途中旅店、商铺已驱走

了南山一带狼虫虎豹的可怕景象。到了十八世纪中期，横道河子已有工商业店铺30余

户。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工商户的增加，组织起来，保护商户利益的商会，迎着历史的

潮流于宣统二年(i 910年)便应运而生一一桦甸县“商会”诞生了。商会的产生标志着

桦甸县经济往来日趋繁荣，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工商业在萌发。光绪三十四年(I 908年)，

桦甸设治，旧址桦树林子已形成市街，沿街两旁工商业繁荣景象已相当可观。民国十九。年

(i 930年)大兴镇(今桦甸镇)的工商企业蓬勃发展，五集(东、西、南、北、榆树林

子等集)轮流集散，展示了“商会”成立后，桦甸县工商业发展的异常景气。

民国二十年(i 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桦甸县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

之下，正在萌发中的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地摧残与蹂躏。伪康德三年(i 936年)

桦甸县工商业，由中华民国末期l 9个行业发展到37个行业，其中80％为“伪大同”，

“伪康德”年间开业。日商，朝鲜商涌进了桦甸市场，市场商品几乎都是日本商品。伪

康德八年(I 941年)日伪统治者公布了“七、二五”物价停止令和“主要生活物资配给

要纲”。桦甸县的工商业急转直下，购销停滞，市场凋敝，工商业处于倒闭状态。伪康

德十年(1 943年)，又将“五集”取销，代之以“新市场”，将商民固定在圈定的一隅

之地。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地打击。市场萧条，冷落。如是，桦甸县在日伪统治下的殖

民地经济包难以维持了。桦甸县商会做了些什么呢?大同学院编著《桦甸事情》一书说

得好，对于“商会”工作检查起来，无非是于当地苛捐杂税、摊派钱粮、贿赂宫匪、中

饱私囊。商会成了殖民地经济的工具，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分子的爪牙。

i 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桦甸县又回到祖国的怀抱。：亡商业摆脱了束缚，市场

日渐繁荣。I 950年，桦甸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了。



l 952年，召开了棒甸县第一膳工海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桦甸县工商业联合

会，由秘书主持日常工作。内设秘书股、业务股，后又组建了组教股，下辖各区分会及

同业公会，有职工26人，会员l 200人，为工商联鼎盛时期。

工商业联合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广泛团结二[商业者建设社会主义。1 950年1 0月，

美帝国主义疯狂地发动朝鲜战争，并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

况下，派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出国作战，桦甸县工商业联合会同全

县人民一道积极投入到这一爱国行动，积极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实际行动参加

抗美援朝活动，订立j：商业者爱国公约，进行游行示威，捐献飞机大炮款7 67 9万元，并

承担赴朝担架队经费7 6 99万元。但是有少数工商业者乘抗美援朝之机施放“五毒”，表

露了其可“利用”和必须“改造”的两个方皤。针对出现的情况，1 952年上半年，开展

“五反”运动，打击了违法行为，教育了广大工商业者，但少数私营业者，经营消极，

营业额下降，营业发生了困难。于是，1 953年，县政府对全县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市

场管理、份格、税收诸方面进行了调整，加之人民生活的提赢，私营工商业又发展起

来。l 956年初，金县有私营工商业1 347户， 从业人员发嵌为I 92 4人，拥有资金

529 67 33—121。资本金在5 000元以j二的3户，大多数为连家铺了、摊床．小手1：业者，为

了使私营工商业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工商联对私营：l商业者逐户进行思想教育，具体

组织公私合营，合作化。1956年1月，全县图药业首先实现公私合营；相继于2月4

日，其他行业随着也实现了公私合营、合作化，从此改变了私营工商业者生产资料私有

制，实现了私营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县有l 34了户(1 924入)接受了社会主义改

造，投入资本金529 67 3元，私人资本主义一F商业纳入了同家资本主义轨道，小商小贩实

现了合作化。

历史在迂回前进。工商业者正在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向前迈进的时候，
l 957年1 1月1 3日至1 958年2月2日，工商联召开r第四届七次执委扩大会议，贯彻民建

中央、全国工商联执委《关于在：I：商界开展全面整风运动的决议》，全县工商界开展了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沦、大批判，开展反右派斗争。运动开始不久，有三人被定为

“右派分子”，同年6月，继“反右”斗争之后，开展向党交心活动，进行自我教育。

1958年掀起全民“大跃进”，工商业者以半停产的状态参加大炼钢铁、深翻地、大

搞人民公社化，市场一片萧条。l 959年以后，：I：商联连续三年开办了十一期政治学校，

有600余人进校学习。

l 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工商联主要领导成员相继被揪斗，下放到“五、七”千校和

农村插队落户，参加劳动改造；部分工商业者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办公室被侵

占，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但是，广大工商业者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乌云遮不住太

阳，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同全国人民一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以实际

行动写下了工商业者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历史篇章。

乌云过去，便是光明灿烂的阳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终于被粉碎了。l 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开始了大转折，全国五届人大，政协六次会议指出： “资

本家阶级做为阶级已不再存在，工商界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统

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桦甸开始“拨乱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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