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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七月省工商局长罗林发视察泗县制鞋总厂时的题字



一九九。年七月省工商局长罗林发f前排左四)宿县行署副专员

高明德l前排中)．宿县行署工商局长徐振民f前排左三)，泗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汪明昭{前排左二I，泗县工商局长蒋庆纯(前排右二)，检查

泗县工商行政管理I{'FB'J-在县局办公楼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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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泗县汽车站一角

●泗县百货大楼一角



峥盏意

卜泗县城关镇
佳美商场

●泗县孟仁寿m燮



卜私营企业魏华家具厂

●泗五大桥西瓜市场

卜泗南高尤粉丝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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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历经数年，几易其稿，终于编纂成书。

为泗县工商管理史填补了空白。．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也是我

县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通过专门经济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法律、

法规，运用行政手段和行政权威，对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经营活

动，实行外部控制，监督检查、协调服务，保护合法经营，制止和取

缔非法经营的一种经济行政管理活动j《泗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就

是遵照这一宗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j以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实反映泗县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既体现了科学性、资料性、连续性和时代性，又突出了行业特色。

是一部具有存史j资治、教育作用的典籍。她对今人和后人研究泗

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做好工作、无疑是很
’．

．’1+，一， ．，+。： ’，一，．．
“ ：，t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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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义的。
。。‘

⋯ ‘‘ ⋯

编纂工商志的同志为编好这部书，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真可

谓：‘：辛勤修史志，夜半木知眠。为国献肝胆，期无愧昔贤_o”借此书

付梓之际，我谨向全体编纂人员，：精心指】导编纂的省、地工商志编

纂委员会，县地方志编委，热情关心的有关单位和老伺志，深表敬

意，故欣然命笔，以抒贺忱，是为序。

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张建奎

二九九三年午二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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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依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综合反映了泗县工商行政管理全貌，力求体现地方性、时代

性和科学性。

二、本志自1948年10月泗县解放起至1993年12月31日止，

部分章节的史实追溯到民国以前光绪年间。记述年月，史实追溯

到封建社会用皇帝年号、到民国时期用民国年号、建国后用公元年
口

了。

三、本志体例以志为主，兼用记、录、图、表综合表述。以文为

主，辅以图表和照片。编纂方法以横列门类，纵写史实，事以类从，

按类分列章节。重据、记实、为溢美，不隐恶，寓规律褒贬于记述之

中。

四、本志的“建国前”，“建国后”分另q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

五、本志首列序言、凡例、大事记、概述、次为类目，共分10章

28节。顺序为：沿革、市场管理、企业管理、私营工商业管理、商标

管理、广告管理、经济合同管理＼经济监督检查、职工队伍、协会组

织。

六、本志采用白话文书面语记述，行文力求言简意赅、文约事

丰。

七＼本志所涉及到人，一律直书其名。先进模范人物以记年、

姓氏笔划为序收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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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光绪16年(1890)周小斋依托祖上“拔贡"功名，从泗州官府领

取工贴，在泗城西关首次开办“日兴恒”官盐店，独家经营，盐价官
七主
^E o

光绪29年，泗县实施清政府颁布商会法。

宣统2年(1910)孟仁寿八宝眼药在南洋劝业会上荣获金质奖
．=凸：

早o

民国3年5月12日(1914)泗城群众4000人在第一高等小学

堂大操场集会抗议“美孚洋行”倾销洋货，并将查出的日货当众销

毁。

民国14年6月12日，泗县泸汉案(五州运动)声援会成立。

商界姚聪夫、潘伟舟、蒋茂林等于农历5月5日带头罢市，抵制日、

英货。

民国16年4月，泗县商民协会成立。共产党员王子玉任会

长。

10月，陈茂召(土菲头子)带人抢长沟街的大小商店。

民国18年3月，泗县马厂共产党组织发动当地商民协会，两

次赶跑盐警，并公开集会，声讨县官、盐局的罪行。

11月，共产党员魏正斌，许华国领导泗县“牛头会”利用农闲

季节组织农民贩盐，与关卡进行抗税斗争。

民国18年一19年间，柏子虎与马哲成两家为争夺山头集市

管理权发生武斗。

民国21年，成立商务会。主要任务是协调各行业间关系，协

商货价。

民国27年9月12日，商务会改为大明会(维持会)o
3



民国31年，泗县双沟(现泗洪县)、草沟较大集镇频遭敌机轰

炸，当地群众及商贩在偏辟乡村、湖叉开展集市贸易。

民国32年9月，曹化东副县长亲自组织运盐队，突破日军封

锁线运盐o

：12月，洒五灵凤县、淮北区区长张仲伍，带领地方武装截获日

军从水路运往蚌埠的、12 斥大豆，用牛车运到大庄一留做地方武．000

装军响o

民国33年9月23日，泗灵睢县商民成立‘‘救国会”，抵制日
化．
贝6 ．⋯

。 一 ，一 ． ． ．：

民国34年8月，日军投降后，泗城各商家从西关外搬到城里

经营。11．月，共产党在泗城建立政权≯没收日本人开设的洋行一

所，成立“大华商店j’，在青阳(现泗洪县)设立分店。

民国35年6月，实行工商注册登记。孟仁寿八宝眼药商标注

册为“醒狮牌：’o．

1949年，“泗城市商联会；!，：改称“泗城市工商联合会”，任务是：

调整市场秩序，发动商民捐款修桥梁、道路，救济贫民、商贩。

一3月，泗县国营贸易公司成立o

1950年，泗县人民政府工商科成立，管理城乡集市贸易。

1951年5月1日，泗城市民集会游行，工商户踊跃参加，并集

体交税j支援抗美援朝6

5月9日，泗城贸易信托货栈(公私联营)成立。：、

6月；泗城．、49．个行业组成誓同业会”o改组“工商联合会’：。

1952年，泗城工商界开展‘j五反’j(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

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9月24日，泗县隆重召开物资交流大会。陈松涛县长主持大
2k
。萏o

一
．

1953年春“醒狮牌"眼药正式注册为“孟仁寿八宝眼药"o：

11月5，日f泗城召开商民大会，对偷税漏税，私贩银元，盗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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