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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鲁山商业志

成了“鲁城商场"、“鲁山宾馆”、“石油宾馆"、“虹美宾馆”、“山河宾馆"；

90年代相继建成了“鲁山石人山商场"、“鲁山墨子商城”、国营“鲁山汇

丰商场"，1996年7月建成了石油专用线；21世纪初建成了一大批颇具

影响的商业门店，鲁山商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目前鲁山县的商业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现任班子正

在依照本局制定的“48字方针"扣“16字发展战略”带领商业职工奋力

拼搏，克难攻坚，狠抓招商引资，强力推进企业改制，巩固行业管理成

果，保持商业系统大局稳定，为商业经济快速发展营造了宽松环境，继

续为繁荣市场、服务群众、振兴鲁山经济再立新功。

值此《鲁山商业志》付梓之际，我向所有为编写《鲁山商业志》作出

努力和贡献者致以诚挚的感谢!同时我愿与商业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

同心同德，为建设美丽、富饶的新鲁山而奋斗!

鲁山县商业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国庆

二oo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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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序 二

经过认真筹划、反复研修，鲁山县历史上的第一部商业志终于与读

者见面羹蚤霎羹鬟羹冀羹鬟冀羹冀一嚣雾鬟i鬻羹薹冀嚣鬻薹羹垂一

豢羹羹囊蓊慧；薹黎鼗鍪鬟萋萎萋壁萋|蓁冀霎薹薹i厶型蓁羹纛粪鬟

蠹骥兰三～≤喜囊兰茎塞。妻霎量耋量茎：

主薹主塞蓍主薹蓍薹萎雾霎；薹；茎茎圣囊雾霎蓁蓁。蓁蓁茎薹翼

雾囊羹鬻冀蓁蓬雾羹篓冀蓊蓊蓁鋈蓁羹囊羹蓁鋈霾藿錾雾。冀一羹蒸

术性、可读性、宣传性，号召性颇强，是河南省先进报纸

之一。1959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怎样办县报》专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怎样编县报》一书，均介绍鲁山县办报经验。6月，李鹏德作为《鲁山报》社的代

嚣参疗Ⅱ伞国新闸界先进甲位代表大会，

．辱璺垄
。二增生-Jj

．害∥ 铝
一‘j“+“?坶．．

小麦段打拮索魄获播种完毕～』
1 958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鲁山报》题写的报

1 9鹌年3月至1950年3月，县委宣传部主编《鲁山通讯》，发往各区和县直机

关。《鲁山通讯》以宣传党的政策及县委、县政府的指示和报导剿匪反霸、支前、土地

改革运动中的新闻、好人好事为主。1950年后，县委宣传部把通讯报导作为一项重要

任务，列入议事日程，组织力量，报导鲁山县发展生产、抗美援朝、宣传贯彻婚姻法、

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方面的事迹，使鲁山县名扬全省、全国，吸引不少

新闻记者来鲁山采访，促进了鲁山县各项工作。

《鲁山报》创刊后，除编辑部采访新闻外，各区、乡设业余通讯员，每天报送各种

稿件30至50份。

】 961年4月《鲁山报》停刊，县委宣传部设通讯干事，各公社设业余通讯员。通

讯报导稿件，一部分投《人民日报》、《河南日报》、河南省人民广播电台，一部分投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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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私营商业的批蹩雾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翼霎；
耄 甬霾蘑邈曜婆雾曼羹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霪雾i

尚季墓霸蒿冀鋈蠢鬟宣蓁要薹雾薹～～⋯一j一⋯⋯一一～一一一l蓁垂l

黼藿薹薹瀛冀蒿器磐薹薹薹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茎薹l

甄鹌雾玺鋈嚣霉

执行。七项”具体政策：l、自始至终依靠贫雇农，严格

执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2、坚持团结中农，不侵犯他们的土地、财产，多者不

退，少者补平．3、没收地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

剥削制度。4、团结与改造知识分子，把依靠脑力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知识分子与以

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地，富分子区别开。5、坚决镇压破坏土改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

地主分子。6、保护民族工商业，不没收和分配他们的财产．7、保护一切生产、生活资

料，不毁坏r不浪费。 “

土地改革后，为了发展生产，按照“自愿两利”的原则，动员群众组织成立农监生产

互助组。苏殿选、辛自修互助组的首先建立，开创了河南省广大农村走向合作化的道
路。 ．‘

·

4、抗美援朝
’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31日，按照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指示，成立鲁山县抗美援朝委员会．8月1日，中共鲁山县委、鲁山

县抗美援朝委员会，在县城主持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干部、群众大会，声讨美帝国主义侵

略暴行，动员全县人民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951年1月，上万名青年自

愿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涌现出许多妻子送夫上战场，父母送儿子上战场的动人事

迹。同月，被批准入伍的800名新战士开赴前线。3月8日，再次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干

部、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开展反美签名活动。是日，鲁山县抗美援朝委员会决定动员

全县人民捐献。鲁山号”战斗机一架。接着，全县掀起捐献高潮，有成千上万人慷慨解

囊，共捐款1．6亿元(旧人民币)。‘同时；动员广大妇女为志愿军做军鞋‘10万余双；动

员广大农民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5，镇压反革命
。． 朝鲜战争爆发后，暗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及漏网的土匪蠢蠢欲动，制造谣言，投

毒放火进行反革命破坏。全县人民在中共鲁山县委的领导下，于1950年11月开始开展

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运动开始后，各区、村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接

着，按照“稳、准、狠”的原则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逮捕反革命分子568人。

经过认真审查，有的被判处徒刑，有的交群众管制，有的被教育释放．1951年5月，

镇反运动结束。这次运动，基本上消灭了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安定了社会秩序，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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