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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范围及断限：本志根据i 9 5{年前后国合商业三次分工的

范围。重点记载了县商业局系统的发展和现状，同时对国营商业

所在地——园林镇建国前的私营商业作了简要叙述，以视其起源。

因此，上限于l 9 O 4年，下断于19 3 5年。

二、篇目安排：根据以事分类，依时记述，横排纵写的要求，

本志首立概述．反映全貌，次分设l 5章。4 9节，为志书本体；后

置大事年表，商业谚语，编后记。

三、资料来源：以文献档案资料为主，兼采口碑，在搜集中，

一是查阅了武汉、恩施和县档案资料以及本局各种报表、总结、

会议记录，二是查阅了旧志书和有关刊物，三是采访了国营早期

领导人和建国前商界老人。

四、体裁：本志采用志、图、表、录、记等体裁。

五．称谓：地名书写，一般用今地名， 如原城关镇改称园林

镇，人名直书姓名，必要时冠以职务；历史朝代，沿用历史正称，

如民国．日军等，不加政治定语。

六、纪年．o统一使用公历，朝代纪年， 以括号加注于公元纪

年之后。

七、计量单位：建国前，采用当时的计量方法，建国后， 使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计量单位，其计量单位用汉字书写，数

字使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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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潜江位于江汉平原中部，东邻沔阳，西抵江陵．荆门，南连

监利，北靠襄河，与天门隔水相望。全县总面积2 0 0 6平方公里，

1 9 8 5年有人口7 9·7 8万。境内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物

产丰富，交通便利。主要农副产品有粮、棉、油．猪、蛋，鱼，

素称“鱼米之乡”，地下蕴藏石油、天然气．盐以及多种化学元

素，县境北抵汉水，中贯汉沙路，沿汉水可上通郧襄，下达汉沔，

经汉沙路可东至武汉，西到荆沙。这些为本县商业发展提供了有

利条件。

县治园林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全县工农监

品进出的重镇。清末时，全镇商业不满百户，民国初年，外籍人

迁入经商，商户有所增加。i 9 2 8年前后，农业丰收，商业兴

盛，全镇商业达3 0 O多户，年输出棉花2 0 O万元，粮食3 6

万担，土布l 5万匹，雨伞4万把。输入商品以食盐为大宗，年

运销量2 0 O多万斤。l 9 3 9年，日军人侵，封锁街道，撤毁

店铺，商户被迫停业或携资外逃，维持经营者所剩无几。抗战胜

利后，全镇只有商户2 l 7家，比抗战前减少4 4·2；c。解放

战争时期，国民党挑动内战，兵祸匪患，通货膨胀，物价暴涨，

商业进一步萎缩，到解放前夕，只有商业2 O 8户，从业5 8 6

人。

l 9 4 8年秋，潜江全境解放，江荆潜县人民政府在熊口建

立了工商管理局，l 9 4 9年5月创建了裕民商店第一个国营商、

业机构，为筹集军用物资，支援大军南下，起了积极作用。同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i 2胄工商管理局改称潜江县人民玻府工商科，裕民商店改为荆

州专区地方贸易公司潜江商店。l 9 j l。‘年迁至园林镇，在县人

民政府统一领导下，一面贯彻“公私幕顾、劳资两利”的政簿，

保护积发展私营商业，一面抛售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加强

市场管理，打击不法资本，到l 9 5 1年．垒面制止了涨价风，

商户全部复业，为活跃市场，繁荣城乡经济打下了基础。

随着购销业务的发展和对私改造的需要，国营专业公司相继

建立。合作社商业也日益发展壮大。i 9 5 3年后，国合商业经

过商品分工和城乡分工，国营商业负责城镇市场，主要经营工业

品批发业务和猪、蛋．禽等购销业务。l 9 5 6年对私改造结束

时，市场发生了根本变化．国营商业发展为8个专业公司，网点

由i 9 5 2，年的l 6个发展到5 1个，人员由l 5 0人发展到3

7 2人，销货额由l 3 2万元上升到9 9 2万元。占全县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2 6 3 o万元的3 7·7；5，供销社占3 f1·8％，

集体商业占3 1．5％。从此，国营商业汇集园林镇，在全县商

品流通中，居于主导地位。

i 9 5 8年“大跃进”时期，集体、个体商业向国营过渡，

商业机构大合大并，造成摊子大，管理混乱，网点减少，群众买

卖不便；业务上大购大销，采购员“满天飞”，空买空卖，以及

大办“小土群”等大冒进，带来商品大量积压，浪费损失达l G

0万元以上。l 9 5 9年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加之农业遭受

自然灾害，市场商品奇缺，供应紧张。销赏逐年下降，i 9 6 o

年蘸局系统销贷额为i 3 2 4万元．比l 9 5 8年下降9‘1％。

‘”?-9 6 1年至l 9 6 5年，贯彻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

若‘干规定，”(曼口一百条)，调整了商业体制，恢复供销社．合



作商店和集市贸易等流通渠道，．国营商业在一个方针，f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两个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

务)三大观点(生产观点．政策观点。群众观点)的指导下，深

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努力改善经营管理，通过购销活动，为生

产、为基层、为消费者服务，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发展，出现了新

的局面。i 9 6 6年国营商业销货额上升到2 5 6 0万元，上缴

利税l 4 4万元。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派性膨胀，夺权武斗，造成商店关闭，

市场冷落，销售下降，l 9 6 9年国营销货额为l 5 3 8万元。

以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嘀下，集市贸易关闭，个体商贩消失，

集体商业奄奄一息，国合商业再次合并，形成了国营商业独家j至

营， “官商”作风滋长，服务质量降低，主要商品紧缺，供求孑

盾再次扩大。由于广大商业职工坚守岗位，积极工作，从l 9 7

1年起，销货额逐年回升，l 9 7 6年达5 4 9 3’5万元，其

中油田贸易公司为8 8 0万元a

l 9 7 8年以后，在放开搞活的方针指弓l下，商品经济高速

发展，出现了国营、集体，个体商业一起上，各行各业办商业的

新局面。为适应激烈竞争的市场形势，圜营商业采取：改革管理

体制，实行政企分开，筒政放权；改革流通渠道，实行多渠道，

少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制；改革内部管理办法，实行各种承包经

营责任制。通过改革，杨长避短，充分发挥人员，网点等优势，

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市场呈现出持续稳定的繁荣景象。l 9 8 5

年商业系统网点由l 9 8 0年的l 0 0个发展到l 6 1个，人员

由2 4 0 O人发展到3 0 0 4人，销货额由7 4 2 5万元上升到

9 9 l 5．4万元(其中油田贸易力2 2 4 2万元)，占全县销



售总额2 4 6 7 9万元的4 O．2％，上缴国家利税2 4 2-8

万元，仍居主导地位。

潜江国营商业，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三十多年来，

虽受到l 9 5 8年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但在

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巩固工农联

盟等方面，充分发挥了“桥梁”、 “纽带“作用。



第一章 建国前私营商业

第一节兴衰状况

园林镇原名斗堤。是一座具有七百年历史的古城。从元至元

l 0年f【2 13年{起一直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衣副

土特产品的主要集散地。其东河街，滨县河．明时有囊市肆肩摩．

商帆雾帕‘之说．可惜清初崩人河中。已无踪迹。清代中叶堤街

形成．至清末时。4条主街。呈井字形”大街口，关厢门，大、

小东门以及南门码头一带，商贾云集．是商品交换的闹市所在。

光绪三十年“l 8 4年j，园林镇有商业，腮务业近百户，其中

以粮行．花行、杂货铺居多，匹头．广货．勤行业次之。酱园，

肉案、鱼行，药房又次之．市场输入以食盐，食糖棉布为大宗，

输出商品．主要有粮食、棉花、牲猪、鸡蛋、黄丝、半夏等农副

产品，也有土布，土纱，雨伞．草鞋，酱菜等手工业品。每到出

产季节，日上市量，杂粮3 0 0余石，棉花3 0口0 O多斤，土布5 0 0 o匹．一

草鞋万双，买卖双方共约千人。

宣统至民国初年。外籍人迁入我县经商者渐多，县城商业发

展到【4 O户左右。先后有王源泰杂货铺。姚厚记广货健， 庆声祥

匹头铺以及李双新、万顺银、权恒益等铺开业。

l 9 2 3年f民国十七年)园林镇商业增加到3 lI家， 发展到5 3个

行业，据《湖北县政概况》记载．年输出棉榴8 O万元， 粮食3‘

万担，土布I 5万匹。运销食盐3 l 0万斤．雨伞4万把．大商户资金



2—1万元(银曩下同1不等，年销货额2 8万元左右。l 9；0年．贺

龙率红军攻克县城，．开仑济贫，打击不法资．本，保护和发展正当

贸易。商业相对稳定。

l 9；9年《民国二十八年)墨军入侵潜江。将园林镇正街l现解

放路l划为军事区。禁止百姓通行，所在商户(如朱公源布店，长

寿源书店，姚厚记广货店，合丰：太丰花行等数十户{’被迫停业。

日军为了修地堡、筑土事：‘竟然拆毁南门近百栋良房和商铺．使

小街13至南门码头一条繁荣的街道．变成一片废墟。其它街遭，

由于四门岗啃林立，对过往人员盘查搜身．以致行人稀疏。商铺

生意肃条。加之物价飞涨．捐税繁重，大小商户倒闭、歇业者不

少。据调查，先后有朱茂顺、一臭聚成、刘永兴、晋昌、义太和、

刘隆源、德丰恒等杂货铺，江全泰、庆声棒选头铺．姚厚记、权

恒益广货铺以及李正六．张万兴伞铺等相继付闭．投有倒闭的朱

公源布店，原有资金5口0¨余元。由于停业和杂捐。 降到只2 O O O

余元了。据《潜江查征所营业税稽征花名册。。劳记载．1 9 4年全镇

商户为{l?家。比l I 2 1年减少了l 7 2家。
‘。

解放战争时期，土匪横行，兼有水灾；致使田地荒芜。群众

购买力低，商业相应下降，解放前夕，全镇尚有商业，服务必O

l户，从业人员5 2‘人。
’。

。|-。_；i●

。第二节经营活动

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蓠民根据自己的资金、能力、酱景等
‘

条件，灵活经营。在追逐利润中，各显其髓。



一．经营方式

i}ii时经营方式，比较灵活。商户既可i离时开业、停业，又可

农兼商，工兼商，前店后厂，，自产自销Fj既可随对改换经营品种，

又可专营或综合经营，既可摆摊设点，叉可长途贩运，深购远销，

既可勤进快销，薄利多销．又可囤积居奇，一本万利·

抗战初期；有位名ⅡJi夏宏财的小商，由酱货郎鼓转为傲土布

生意．常往返于沙市、宣舄之间。土布出售后，购回烟土和黄金

再卖，一路沿门求乞，露宿檐下．衣着槛耧，有翔乞丐，因此旅

途安全．生意Et旺，不料民国三十七年．途中遇匪，烟土．黄金

被抢走，人被活埋于江陵境内，落得入尉两空。小磷中也有发富

的，小街口有位叫邱舵子的。开始摆小摊经营线桓、线椿、菇一洛

等手工业制品。几年之后，生意发迹．在大街1：3买了一爿铺面．

开设“邱记匹头唐”。因而身价也高，人称邱老板。

二、经营手段

大小商户，赚钱为本。为发展自己．在经营手段上．不外明

争暗斗。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一是讲究服务态度和骚务质量，不放过上门的生意。一般是

顾客进门，笑硷籀迎；颠客选货，主动介绍。生意成交。唱收唱

衬，包扎擂好，礼貌裙送，有时生意一时难以成交，管事和老板

一是耐心黧驽，二是降低价格；如不熊成交．则以买卖不成仁意

在。送客出店。或望以后惠顾。

二是拉乡脚，扩大生意。⋯般商号都有较固定的顾主．特别

是大商号，‘有批鹦灼商贩，也有零售常客。为了巩固和发展各自

的乡脚，对不同对象，方式各异。对往来客商。优先供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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