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鬻
配

P，，

，，

旺

峨一
崛《{-
『碉
—k墨

卜≯r
l

：。L

k●，0

。辑_幺



四川省乐山工商行政管理局犍为分局 编

二O o一年二月

舅l‘I
Etr-i

t峙弘。E№———·IL

t，‘。e

k





口

一
、 ．■．—k_蠲_

现代化的办公宅

、～一

蕊F斧～，“d

u曩_



露氅
／^’、／、‘V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铝开消委成员单化J：作会

虚心纳谏

i一÷’一穹t0穗
焚烧假冒伪劣商品

I 1

坠篓



一∞．一∽一游行方队

举办一庆国庆，迎回归一知识

竞赛和联欢会

个私协『¨一．八一方队





淘5分荣臀

譬为县保护滴费者权益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度全奢滇妻摹境

四川嵩挥妒齑量者且i喜囊喜
=ooo年1月

毽为甚保护甬费者权益委员会

一丸丸九年度仝蠢消委木

k
时小老锥矿j^量#攮五

一一000午五

四川省

四川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阔5分荣誊{：

J

咚鼍弋X
中共乐山市委
乐山市人民政府

．，、些宅蛙，

球鑫f÷墙普K-讣

先逑集诛
qⅢ∽钠

‘··{t：吱’曩彳'．’HoH畸j

惫慕

1999年度目标管理工作

7鬟露斌
}^}毒昔竹}矗喜莨督作

^t慕*

塑叫。国畔§_

四川省乐山工商行政鲁理局

二000年一月

] 更明
琊娜

名～I

．

，



序

《犍为县工商管理志·续编》汇1986年至1999年14年历史于～册。
这是改革开放20年中的14年，是工商行政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规
范化、法制化的14年，也是犍为工商事业蓬勃发展的14年。这本续
志以翔实的内容、丰富的史实、确凿的数据、洗炼的文字、简洁的框
架，如实地、全面系统地描述了14年来，犍为县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
展的轨迹；反映了犍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为经济发展保
驾护航，为促进市场繁荣，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生产者、经营者、
消费者合法权益所取得的业绩；展示了工商系统干部职工团结进取、
锐意改革、辛勤工作的精神风貌。 ．

《犍为县工商管理志·续编》是新县志续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

问世，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展望未来，使我们的工作
少些失误，多些成功。它的问世，是犍为工商的一大盛事，必将成为

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以史为镜，常对常照大有裨益。值此跨世纪之际，编纂此书，旨

在将犍为工商推向社会，让社会更多地了解我们，同时，接受社会监
督，吸收动力，聚集能量，以求一跃!

以此为序。

周华东

二oo一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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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依据，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二、尊重客观，实事求是，体现时代特色。

三、时间上限1986年，下限1999年。其中大事记、组织机构上
限有所突破，溯至县工商局建立。

四、全书采用章节体分概述、大事记、组织机构、业务、建设五
个部分，共11章39节。照片集中卷首，表格附后。

五、采用语体文记述，图、表配合，横排纵写，时经事纬，力求
严谨。

六、资料主要录自县工商局档案。 ，

七、各种数据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八、犍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中简称犍为县工商局。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4)

第一章 机 构⋯⋯⋯⋯⋯⋯⋯⋯⋯⋯⋯⋯⋯⋯⋯⋯⋯⋯⋯⋯⋯⋯“(13)

第一节 机构沿革⋯⋯⋯⋯⋯⋯⋯⋯⋯⋯⋯⋯⋯⋯⋯⋯⋯⋯⋯⋯⋯(13)

第二节 内设机构⋯⋯⋯⋯⋯⋯⋯⋯⋯⋯⋯⋯⋯⋯⋯⋯⋯⋯·(14)
第三节 市场开发服务中心⋯⋯⋯⋯⋯⋯⋯⋯⋯⋯⋯⋯⋯⋯⋯⋯”(21)

第二章。党群组织⋯⋯⋯⋯⋯⋯⋯⋯⋯⋯⋯⋯⋯⋯⋯⋯⋯⋯⋯⋯⋯⋯“(26)

第一节 中共党组织⋯⋯⋯⋯⋯⋯⋯⋯⋯⋯⋯⋯⋯⋯⋯⋯⋯⋯⋯⋯(26)

第二节 工、青、妇组织⋯⋯⋯⋯⋯⋯⋯⋯⋯⋯⋯⋯⋯⋯⋯⋯⋯⋯一(28)

第三节 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29)
第四节 工商联同业公会⋯⋯⋯⋯⋯⋯⋯⋯⋯⋯⋯⋯⋯⋯．(32)
第五节 消费者协会⋯⋯⋯．．⋯⋯⋯⋯⋯⋯⋯⋯⋯⋯⋯⋯⋯⋯⋯⋯·(33)

第三章 市场管理⋯⋯⋯⋯⋯⋯⋯⋯⋯一⋯⋯⋯⋯⋯⋯⋯⋯⋯⋯⋯⋯⋯⋯⋯⋯(37)

第一节 市场建设⋯⋯⋯⋯⋯⋯⋯⋯⋯⋯·‘⋯⋯⋯⋯⋯⋯⋯⋯(37)
第二节 市场监管⋯⋯⋯⋯⋯⋯⋯⋯⋯⋯⋯⋯⋯⋯⋯⋯⋯⋯⋯⋯⋯⋯(46)

第四章 经济监督⋯⋯⋯⋯⋯⋯⋯⋯⋯⋯⋯⋯⋯⋯⋯⋯⋯⋯⋯“(50)

第一节 打击投击倒把⋯⋯⋯⋯⋯⋯⋯⋯⋯．．⋯⋯⋯⋯⋯⋯⋯．(50)
第二节 反不正当竞争⋯⋯⋯⋯⋯⋯⋯⋯⋯⋯⋯⋯⋯⋯⋯⋯⋯⋯⋯⋯(53)

第五章 企业登记管理⋯⋯⋯⋯⋯⋯⋯⋯⋯⋯⋯⋯⋯⋯⋯⋯⋯⋯⋯⋯⋯(56)

第一节 登记⋯⋯⋯⋯⋯⋯⋯⋯⋯⋯⋯⋯⋯⋯⋯⋯⋯⋯⋯⋯⋯⋯”(56)

第二节 管理⋯⋯⋯⋯⋯⋯⋯⋯⋯⋯⋯⋯⋯⋯⋯⋯⋯⋯⋯⋯⋯⋯⋯(60)

第六章 个体私营经济管理⋯⋯⋯⋯⋯⋯⋯⋯⋯⋯⋯⋯⋯⋯⋯⋯⋯(66)

第一节 概述⋯⋯⋯⋯⋯⋯⋯⋯⋯⋯⋯⋯⋯⋯⋯⋯⋯⋯⋯⋯⋯⋯⋯(66)

第二节 个体工商户⋯⋯⋯⋯⋯⋯⋯⋯⋯⋯⋯⋯⋯⋯⋯⋯⋯⋯⋯⋯⋯一(70)

第三节 私营企业⋯⋯⋯⋯⋯⋯⋯⋯⋯⋯⋯⋯⋯⋯⋯⋯⋯⋯⋯⋯⋯(75)

第七章 经济合同管理⋯⋯⋯⋯⋯⋯⋯⋯⋯⋯⋯⋯⋯⋯⋯⋯⋯⋯⋯⋯(79)

第一节 鉴证⋯⋯⋯⋯⋯⋯⋯⋯⋯⋯⋯⋯⋯⋯⋯⋯⋯⋯⋯⋯⋯⋯⋯⋯⋯(79)

第二节 监督检查⋯⋯⋯⋯⋯⋯⋯⋯⋯⋯⋯⋯⋯⋯⋯⋯⋯⋯(81)
第三节 调解与仲裁⋯⋯⋯⋯⋯⋯⋯⋯⋯⋯⋯⋯⋯⋯⋯⋯⋯⋯⋯．(84)

第四节 动产抵押物登记管理⋯⋯⋯⋯⋯⋯⋯⋯⋯⋯⋯⋯⋯一(85)
第五节 “重合同、守信用”活动⋯⋯⋯⋯⋯⋯⋯⋯⋯⋯⋯⋯⋯⋯·(86)

第八章 商标广告⋯⋯⋯⋯⋯⋯⋯⋯⋯⋯⋯⋯⋯⋯⋯⋯⋯⋯⋯⋯⋯⋯⋯⋯⋯⋯(92)

第一节 商标注册⋯⋯⋯⋯⋯⋯⋯⋯⋯⋯⋯⋯⋯⋯⋯⋯⋯_⋯⋯⋯⋯·(92)



⋯⋯⋯⋯⋯⋯⋯⋯⋯⋯⋯⋯⋯⋯⋯⋯⋯·(98)

⋯⋯⋯⋯⋯⋯⋯⋯一⋯⋯⋯⋯⋯⋯⋯⋯(101)

⋯⋯⋯⋯⋯⋯⋯⋯⋯⋯⋯⋯⋯⋯⋯⋯⋯(103)

⋯⋯⋯⋯⋯⋯⋯⋯⋯⋯⋯⋯⋯⋯⋯⋯⋯(107)

⋯⋯⋯⋯⋯⋯⋯⋯⋯⋯⋯⋯⋯⋯⋯⋯⋯(107)

⋯⋯⋯⋯⋯⋯⋯⋯⋯⋯⋯⋯⋯⋯⋯⋯⋯(111)

⋯⋯⋯⋯⋯⋯⋯⋯⋯⋯⋯⋯⋯⋯⋯⋯⋯(113)

⋯⋯⋯⋯⋯⋯⋯⋯⋯⋯⋯⋯⋯⋯⋯⋯⋯(114)

⋯⋯⋯⋯⋯⋯⋯⋯⋯⋯⋯⋯⋯⋯⋯⋯⋯(123)

⋯⋯⋯⋯⋯⋯⋯⋯⋯⋯⋯⋯⋯⋯⋯⋯⋯(123)

⋯⋯⋯⋯⋯⋯⋯⋯⋯⋯⋯⋯⋯⋯⋯⋯⋯(123)

⋯⋯⋯⋯⋯⋯⋯⋯⋯⋯⋯⋯⋯⋯⋯⋯⋯(132)

⋯⋯⋯⋯⋯⋯⋯⋯⋯⋯⋯⋯⋯⋯⋯⋯⋯(134)

第五节 献爱心捐助⋯⋯⋯⋯⋯⋯⋯⋯⋯⋯⋯⋯⋯⋯⋯⋯．．
第十一章 人物⋯⋯⋯⋯⋯⋯⋯⋯⋯⋯⋯⋯⋯⋯⋯⋯⋯⋯⋯⋯⋯⋯⋯⋯⋯⋯·

第一节 从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第二节 先进个人⋯⋯⋯⋯⋯⋯⋯⋯⋯⋯⋯⋯⋯⋯⋯⋯⋯⋯⋯·

后记⋯⋯⋯⋯⋯⋯⋯⋯⋯⋯⋯⋯⋯⋯⋯⋯⋯⋯⋯⋯⋯⋯⋯⋯⋯⋯⋯⋯⋯⋯⋯⋯⋯⋯

(135)

(140)

(140)

(140)

(144)



概 述

犍为，地处四川盆地南部，岷江下游，

邻。汉属犍为郡南安县，北周时为武阳县，

县。

与荣县、宜宾、沐川、井研、乐山相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名犍为

犍为因物产丰富、商贸活跃，素有“金犍为”之美誉。据载，犍为盐业开发

始于西汉，冶铁起于诸葛武侯，煤产曾居西南之首。盐丰煤巨，其运输车船“袤

延百里”，蔚为壮观；姜、蜡招来上海、云南及大小凉山的商贾集聚新民，其夜市

月余不罢，热闹非凡；县城玉津的八大商家其经济实力远及滇、黔：重镇清溪近

三分之一的人口经商，叹为观止；旱码头罗城铺的山顶一只船更是中外驰名。还

有“万亿号一豆腐乳、彭松发“双麻酥’’、琼浆“堆花酒"、乌金“真双龙"等名

品特产名扬川内，远销西南。

正是在这一块热土上，犍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伴着市场经济的浪潮于1979年

应运而生，和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旋律不断发展、壮大。犍为县工商管理志完整记

录了改革开放二十年全县工商管理事业发展的历史，客观反映了全体工商管理干

部奋斗拼搏的事迹和业绩。

二十年沧桑巨变，二十年奋斗拼搏，二十年卓越辉煌。

建局之初，工商局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小商小贩、禁止国家未经准许的产品上

市交易、维护简单的市场交易秩序。当时，全局仅有四十多名职工，其中多数为

工人和小学文化程度，办公场所十分简陋狭窄，．单位没有职工住房，无一台交通

通信工具，全局固定资产不足5万元。
’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犍为工商局现有职工113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104人，

拥有固定资产1469万多元，不仅有十分规范的现代办公用房，而且有供工作和执

法的各型轿车、小汽车、摩托车20多辆，执法通信电台、传真机、微机、电话等

现代办公、通信设备若干，还有多处宽敞舒适、环境优美的职工住宿区。职工人

均办公用房达26平方米，职工住宅总建筑面积达18000平方米。

犍为县工商局重视部门建设，把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工商行政管理执法

队伍作为长远目标，列入党组和行政的议事日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干部培训

工作，支持和鼓励职工自学，先后有98人取得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大幅度

提升了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通过各种形式的创建活动，部门的良好形∥

钐



2 犍为县工商管理志·续篇

象逐步树立起来，先后有7个基层单位被评为县、市级文明单位，全局被授予“二

五”普法先进单位、市级文明行业、省级卫生单位、连续五年综合治理模范单位、

县级园林式单位、省三级档案管理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多次被评为省“保护消

费者权益”、“打假治劣”、“消保工作”先进单位、市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先进集体，

夺得“四好’’班子建设公仆杯金杯奖。

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了干部教育、内部管理、行政执法、廉政勤政等制

度，奠定了规范化建设的基础。

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二十年投入2332．3万元，在全县30个乡镇修建各类规

范化市场31个，总占地面积70228．3平方米，建筑面积49159．8平方米。其中，

罗城综合市场为省工商局在川南片区进行综合调查的重点市场，幅对荣县、五通、

井研等区县。西南茶叶市场是川南茶叶牛产经销的集散地，带动了蜀南万亩茉莉

花生产基地的建设。玉津城北市场其建筑风格和规模在乐山市区县屈指可数。已

建成省级文明市场1个，市级文明市场2个，县级文明市场4个。市场的活跃，

带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达39150

万元，驱动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使县“5321”工程稳步启动，为县城经济的

发展和富民裕县起到了催化作用。市场的健全使犍为的名优特新产品不断走向市

外、省外、’国外，同时不断吸纳着外地的资金、技术、人才到犍为进行优化配置，

加快了犍为经济的发展。蜀乐药业成为四川“小巨人"，川南减震器占据着华夏半

壁江山，川南瓷都、阀门之乡初具雏型，一一证明着犍为市场的成熟和开放，被

连续lO年评为部优的“峨眉”牌白砂糖，遍布川南的“华南”牌打谷机，出口创

汇的柠檬酸，书写着犍为经济与市场经济对接的历史。

净化市场，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维护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犍为工商局作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从严把市场主体准入关入手，在

登记、审查、巡查、办案中加强了对各类市场主体资格的检查，严厉查禁各种非

法主体。以日常巡查为重点，各种专项整治和集中整治为手段，对各类市场的生

产经营秩序进行着毫不松懈的监管，对市场中的各种经济违法违规和损害消费者

权益的行为实施了严厉的打击和制裁。二十年，共查处各类经济案件19300多件，

罚没收入达loo多万元，销毁假冒伪劣商品价值350余万元，接受消费者投诉案

1500多件，为消费者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万元。市场的净化，为创造省级文明

卫生县城奠定了基础。

支持企业改革，是工商部门的职能要求，犍为工商局对企业改制、改造实施

了一系列优质服务和优惠政策，在法律准许下简化手续、放宽条件、减免费用、

缩短周期，顺利推进全县企业改革，成为全省企业转制先进县、粮食体制改革先 ●



概 述 3

进县、全国粮食市场管理先进县。积极扶持再就业工程，为下岗职工解决门市、

摊位，提供就业机会，促进了社会稳定和改革进程。

实施名牌战略，开展“重守”和“双优’’活动，扶植了一批省、市、县“重

守"企业和名牌产品，随着企业及其产品被市场确认，犍为的声誉在逐步提高。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从办照手续、法律咨询、信

息服务、发展规划、资金技术、人才引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促进个体

私营经济迅速发展。个体工商户从1986年的4222户发展到7606户，私营企业

从零发展到103户，个体私营注册资本(金)达14156万元，解决就业14251人，

成为县级经济新的增长点。

加强对个体劳动者协会和私营企业协会的领导，充分发挥“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通过法律法规学习、职业道德教育，以及开展争创活

动和参与各种健康向上的社会活动，全县个体私营业者的整体思想素质和竞争能

力不断得到提升。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又进一步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犍为县工商局与时代同步，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于1999年8月开始步入省以

下垂直管理体制，更名为四川省乐山工商行政管理局犍为分局。她，将以崭新的

风貌和昂扬的姿态，以更加卓越的业绩迈进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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