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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具有二千八百多年编修史志传统的圆文明古国。在举国上下认真贯彻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向共产主义宏伟目标阔步前进的今天，编修好新的地方和部门小志，鉴古知今、承先

启后，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子孙后代造福，不仅是历史和形势的需要，而且是时代赋予我们
的光荣使命。

“彭县商业志"的编纂，是在彭县商业局党总支的直接领导稻县编志办的具体指导下进

行的a整个编纂过程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按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的精神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秉

笔直书，以历史事实和可靠资料为依据，不发空论。

从1981年10月建立局编志办公室开始工作以来，在局机关各科室，全系统各公司、厂、

矿贸店党政领导、广大干部、职工的大力支持下，先后组织人力查阅了解放前的有关档案8

卷，解放后的970卷，摘抄了87000多字的资科，登门拜访了知情人员115人次，记录整理了

】1DDD多字的“口碑"，还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共458人次，为编纂工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志中记述的全县商业活动历史，上溯到清朝末朔，下限到1981年底。解放后32年记述的

主要是国营商业以及归口管理的集体商业。合作社商业以及由供销社归口管理的集体商业不

属于本志记述的范围。在国、合机构两度合并时期的篇章里也只作了简要的记述。曾在相当

一段时期里由商业局领导管理的医药公司、制药厂，由于1979年底已归口属医药局，根据详

近略远、突出特点的原则，本志中对此也只从略从简地作了一些记述。

限于编志人员的觉悟和水平，志中一定还存在着不少的错误、缺点和遗漏。按上级对部

门志质量的要求衡量、检查差距更远。欢迎全系统各级领导、各位同志提出宝贵的批评、建

议和补充，帮助我们缩短这个差距，把这本将留传给子孙后代的志书修改好。

对在编纂过程中给予了我们各方面支持协助的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县属的一些兄弟

单位，区内外的一些对口部门以及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口碑，，史料的一些五十年代从事商

业工作的老同志，解放前长时期经营商业、饮食服务业的老行家，我们再一次表示衷心的谢

彭县商业局《彭县商业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二年七月

附注；排版前夕，根据市编志领导机构关于县志下限延到市管县时期的指示，又将志稿
简要地补续到198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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