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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商业志，是在党的十一层三中金会路线指引下，我国出现安

定团结大好局面的必然缝暴。盛壁修态，．势在必行。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菊蓑灿烂的历史文化，志书则是我国

历史文化中酶_瘕明珠。作为一冷壤煮蓉摩县特有的地理l环境和，经

济规律。应城自南朝宋孝武帝撩惑年《!公乖454@)建县，至今有一
千多i年的历史。应城特有的地瑾熬境；、永陆交通以及闻名中外的膏盐

矿藏等资源为应城商业的繁荣捷糕器便利条件。：然而，‘在这一千多年

的删又下。．留给后人的志书仅楼鬻蓄而记述商业的仅廖廖载语。因
而，编修商业志的重任，历史蟪鼗霉‘曩我们的肩上。

编纂新型的社会主义商业栽蒸艏我们来说是一件陌生而又严肃
的工作。因此，在整个商业态壤藩纂避程中，我们始终以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黼瓣缸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嚣煎裁观点0新材料、新方法，力求科

学性和资料性的和谐统一O在囊辨搜集土采取广征博采，做到资料系

统，缜密筛选，探本溯源，实秦辩蔗，。是非分明；在文风上力求严

谨、朴实，薄古丰今。历时两攀翳‘雕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湖北
省商业厅、孝感地区志办，地鏖濑蝴枣虚城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以
及各级档案、文史部门的协助熬濑。蕊书九易其稿、摒弃糟粕，吸取
精华，才完成了这部浩繁的工程0

商业志的断限，上限始予j重‘882敏奄7隧断至1985年，但鉴于近年

来应城商业系统为适应对外开放、慧内搞活，繁荣市场的总方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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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削改革、经营和管理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而志书对商业体制改

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记叙到直至志书脱稿时为止，这也是反映应城商

业现实面貌的重点所在。整部志书采用心-3=-、记、述、图、表、录等各

种体裁，采用靠事以类聚”的方法，记述了应城商业的发展演变过

程，集镇市场。机构沿革、购销调存、商韭管理、商办工业，教育、

人事、储运以及企业的建设等人、财、物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同时还

收集了风味菜肴r名点、小吃、商业谚语，广告等方面，，力奉内容翔

实，、徽到纵不断线、。横率缺项，广牧众益，图文并茂。特别是对建国

后国营商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营方针、政策、形式失误以及历史作

康和商业体铡改革等作了突出的记述，为各级领导研究经济规律，寻

求经商之道提供借鉴。

编纂商业志，没有固定的模式冼且间隔年代长，加上战争频繁和

十年浩劫，历史档案多有散失，；加上编辑人员视野有限，．思想和文化

受到一定的局限，难勉有不足之处，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在

商业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应城商业局和全体编辑人员，对为志书提供

各方帮助的领导和老同志以及有关部门，表示谢恍。一

鲁周知

·九八九年十月



凡 例

一、．本书上限起于1882年，下限断至1985年底。但对商业体制改

革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如租赁、经营转轨等断至成书时止。

二、本书所采用的数字是以法定数字为主，基本上录用统计-9财

会数字，有些口径不一致，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

三、对建国前的统计数字，我们作了换算，没有换算的，保持原

统计口径数字，作了注明。

四、对记述时间尽量与原事件时间接近，确实不能掌握确切时间

的．，再以上半年或下半年分段记述。

五、本志本着“事以类聚”原则，对建国初期凡属商业所辖范围

和经营范围都作了筒略的记述，直至划出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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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应城概貌

应城县位于湖北省中部偏东，孝感地区西南。东以漳水和浸水与

云梦县为界，东北与安陆县毗连，西与天门、京山县接壤，南与汉川

县为邻。东西宽43公里，南北长45公里，跨东经1 l 3。19 7～113。457，
北纬30。437一一3 i。087。全县总面积1 1 53平方公里，其中丘陵面积823

平方公里，平原面积180平方公里。

应城县古老文明，历史悠久。南朝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

年)建县至今， 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昔人谓荆襄为用．武必，氧乏

地，应邑地处要冲，北负京山，南临竟沔。左达黄鄂，右拒荆潜，．j乃

安荆二州咽喉，郧襄东道门户，应置城为守，故名应城。， 一

应城农业以生产粮、棉、油、小麦为主；经济作物和水产作物品

种较多，以黄花、莲藕、芋头和鱼类为数较多；畜牧业以猪、牛f鸡、

鸭数量最多；地下资源十分丰富，主要矿藏有石膏、岩盐、芒硝，．分

布范围广，几乎遍及全县；还有驰名全国的“汤池温泉”，因而，应

城素有“石膏、温泉、灵芝草故乡”的美誉。

1985年应城有三个县辖镇、县辖乡级镇和南垸良种场各1个、7

个区、1 1个区辖镇、29个乡、403个村，总人口54 19 00人。

1949年4月以前，应城商业货物全恃水运集散，商业比较发达。

建国后，应城设立了工商行政管理局，随后汉宜公路和汉丹铁路相继

建成通车，县内公路贯穿各个集镇，为应城国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

利的交通条件。应城国营商业从1949年的一个发展到1985年有专业公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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