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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日

。《石阡县商业志》历经两年笔耕问世了。

这部专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比较简

洁、流畅、通俗的文字，真实地展现了民国初年至一九八五年间石

阡商业的概况。 、

历史是生活的镜子。《石阡县商业志》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
。 面对现实，展望将来。它将使我们从雄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见证

中得到深刻的启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

搞活流通。从而，把商业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置根于坚韧不拔的工

作，并以全副精力去从事，不避艰苦。

这部专志的写作成书，得到了有关单位的通力合作与支持，特

别是我局系统几位退休同志贡献余力，为编撰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在此，一并表示谢意1

由于这部专志的内容涉及解放前的历史，岁月流逝，资料散失，

确已无法叙述完整。。即是建国初期的情况，也因几经单位更迭，人

事变动，加上十年动乱，许多宝贵档案荡然无存，为编撰工作带来

若干困难。尽管编撰组的同志作出努力，但有的地方仍然难免有

． 误，敬请批评指正。

绦 大．伦
7 一

一九八七年八丹



《商业志》 概述

石阡位予贵州东部边缘。境内群山起伏，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肥沃。历代以

盛产粮食作物j农副土特产品及家禽家畜，农耕和小手工业为县民营生之本。民国初期，

由于交通闭塞，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商业十分落后。至民国末年(1 9 4 9年)，全县

仅有私营工商业八百四十八户，一千二百一十人。除县城蔡全兴、龙尧夫、夏贻和等几

家大商户外，多为小本经营商贩。本县所产的桐油，木油、茶叶、五倍予、银耳和手工

纺织的土布等大综产品，通过商贩运销湖南、四川、广西及省内贵阳、遵义、安顺，瓮

安，余庆，镇远，玉屏，思南等地，旺季兼有外商来县采购。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百

货、钎织品?小五金等工业品，亦通过商贩或湖南等地商人贩运来阡销售。石阡商业较

兴盛者，乃食盐运销。清末至五十年代由于交通不便，川(四川)盐由涪陵沿乌江运至

思南，再用木船转运石阡，除供给本县人民生活之需外，毗邻的镇远、岑巩、玉屏等县

人民食盐，均从石阡运销。但因交通落后，商品赖于肩挑背磨，加之商者盘剥，工农产．

品价格悬殊。又因兵灾匪患，苛捐杂税和货币时兴时废，物价猛涨暴跌，广大劳动群众

贫困交加，城乡市场萧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安定社会和维护经济秩序，对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制

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一九五零年，石阡县人民政府成立后，遵照党的工商政策；采取了平抑物价，稳定

市场，低息贷款，扶持私营商业的办法，并通过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使城乡市场日益活

跃，从而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为适应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营专业公司相继

建立，社会主义商业在石阡逐步兴起。经过。三反”， 。五反”运动，确立和巩固了国

营商业的领导地位。

一九五三年，国民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

占领了城乡市场阵地，对发展商品生产，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稳定市场物价发挥了积极

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遵照党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

的政策，予一九五六年二月，全县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自此，形成

了统一钓社会主义市场，呈现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新局面。

一九五八年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商业机构几经撤并， “大购大销”给国家经

济造成极大损失。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商业工作亦遭其害。

一九七八年十--7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全党正作的重点转移，石阡商

业同其他工作一样，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折和变化。在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方针的进程中，不断清除“左”的错误影响，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改革

商品流通体制，在市场开放、搞活，多渠道经营的新形势下，国营商业专业公司，各自

发挥企业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得以巩固和发展。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各

基层商业在企业整顿的基础上，全面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较好

地解决了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弊端，进而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经
，

。 ·2‘



营管理，提高了经济效益，展现了石阡商业工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生机和活力．

建国三十六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石阡商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十年代

初，国营商业仅有一览子经营的贸易商店和盐业公司，职工十七人，至一九五八年已发

展为九个专业公司一个商业贸易中心，职工增加到三苜六十五人，集体商业共有十三个

经营单位，’：职工为二百二十三人。。一九八五年，国营商品销售总额一千三百七十九万三

千元，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二点四五倍，集体商业商品铸售总额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三百

元，比一九七五年增长二点零七倍．． t ：
’

总之，三十多年来，石阡县国营商业的发展，几经周折，道路崎岖。它既伴随着商

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又受到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的制约。现在，社会安定，经济振兴。

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和人民群众经济收入的提高，为商业的发展，开拓了良好前景，

在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石阡商业将会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历程

中，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大 事 ‘记

民国八年(1 g I 9年)
·

团房总局调查石阡县全境为二万九千七百二十八户，一十三万八千零一十七人．

民国九年(1 9 2 0年)
’

李德清等人结伙进城抢劫，县城上河街九家盐店中，有吉大昌．全美宫两家自此倒

闭。
‘

民国十年(1 9 2 1年)

石阡大早，大米一升值大洋一元．

民国十二年(1 9 2 3年) ．．

八月初四日，张彪抢劫石阡城，放火烧河街店房，由狮子桥起直到下河街寿佛寺

止(即现文化馆)．

民国十三年(I g 2 4年)

县商会成立，地址在皇殿(现汤山镇医院)会长吕勋臣，．别名吕宗文，文牍彭易清．

民国十六年(1 9 2 7年)

冬月三十日夜三更时候，徐小凡家起火，烧到下河街王爷庙(现县供销社地址)，

此段街中，商户的商品财产遭到重大损失．

民国十八年(1 g 2 g年)

石阡商会会长兼军事统筹处处长廖和恩被吴河清枪杀。

民国二十二年(1 9 3 3年)

四月十二日山洪暴发，龙川河水猛涨进街，河街商户的商品财产均遭损失．

民国二十八年(1 9 3 g年)

石阡成立盐务局，设食盐公卖店，地址在禹王宫，实行计口售盐，每人每天供盐三

钱，·月计供盐五两六钱．
’

民国二十九年(1 9 4 0年)

九月，抗战军从宜昌撤退，民国政府将涪陵运盐工具援救湘鄂，石阡人民吃盐划由

镇远运入． ·

’

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

民国政府，当年征税，回征货币，银元一元折法币十二元，折稻谷二斗．

民国三十七年(1 g 4 8年)

七月，’法币失去信誉，改用金元券，金元券每元抵法币三百万元·

民国三十八年(1 9 4 g年)

三月三十日始，人民群众不接受金元券，自动使用银元和铜钱．

农历五月初四深夜，山洪暴发，龙川河水猛涨进街，街道水深达三至四尺，河街商

户商品财产遭受损失。

九月二十六日，石阡县政府奉令，一切捐税不收金元券，改收银元

当年石阡县辖十八个乡(镇)计一十七万六千六百七十人，其中农业人口一十七万四

t 4 I



千九百七十八人．

十一月十五日，石阡解放。

一九五零年

元月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团到石阡成立县人民政府，武大觉首任县长．同时派

赵庆太为组长在上河街崔家院建立国营商业贸易组． ’．

兰月二十二日，土匪搔乱，县人民政府奉命撒回铜仁，贸易组的棉纱，棉布，食盐和

桐油等商品，被冯国清，吴登仁，曾云焕．杨开智等人结伙抢光。
。

。j

七月七日，县人民政府回阡，十月建立工商科，地址在县府内，负责人聂诞生．

十月，石阡县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常务委员九人，主任委员熊国甫，副主

任委员周盛之，辖二十九个同业公会。地址在原商会(现人民银行处)．

一九五一年 j
“

·元月二十六日，石阡县食盐分销处成立，地址在中平街(现红旗街)唐会臣住宅．

分销处主任田德顺，干职五人，专营食盐．

四月七日，石阡县贸易商店成立，干职。十二人，经理刘彬。地址：办公在新民街

(今朝阳街)后街周万生住宅，收购门店在后街李一山住宅，供应门店在同街王文模住

宅．经营棉纱，棉布，百货，收购农副土特产品．
’

七月一日，县贸易商店在本庄设立区商店，干职七人，经理李兴孝，地址在本庄下

街唐鼎臣住宅．
’’

’

八月二十四日召开全县土产会议，到会一百五十八人，会议历时七天，会期订立出

售土产合同计二十四万四千六百二十一元．
7

‘。、

．
一九五二年． ·

元月，开展。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四月，工商界．开展

“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

家经济情报．． ’

、

九月，县机关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
。

十月十九日，县物资交流会办公室成立，地址在中平街刘光绪住宅(现国营饭店所

在处)． t．， 一

十一月七日，在县城召开第一次物资交流会．参加会议的除本县工商业户和农民外

并邀请邻近各县国营与私营商业代表参加．
’ 一九五三年

元月一日始，国营商业企业财会制度，由金库制改为经济核算制度。，

二月二日，县专卖事业管理所成立，二十四日始营业，干职九人，副主任杨天辉，

地址在中平街刘光绪住宅1(现国营饭店所在处)，对卷烟与酒类实行专卖．

四月八日，中国茶叶公司贵州省办事处石阡县收购组建立，干职五人，负责人任海

清，地址在中平街同善社。

，四月二十七日，县工商联合会成立，常委十一人，．主任杨秀禄，副主任曾君临．蔡

家全。 ．’·
’：

‘

···

。’

。!

‘五月二十一日，在龙川(今龙塘)．本庄设立专卖分销处．八月=十一日，在自沙
．-?

p·5‘



设专卖分销处． ’

十一月，县贸易商店建立糕点厂，地址在天主堂内．

一九五四年

?“四月，中国百货公司贵州省公司铜仁分公司石阡县百货组建立．千职九人，负责人

张盛周，地址在原新民街(现朝阳街)张姓住宅． ·，

+九月一日，中国花纱布公司贵州省石阡县批发商店成立，平职七人。经理芏玉禄，

地址在醒狮街(现解放街)县人行对西市管会房屋．
‘

． 。，

九月十五日起，对棉花，棉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棉布凭票供应．．’

：!’ ．一九五五年 ， 。

七月四日，县财委会，工商科、供锖社等单位负责人，共周建立九人对私营工商业

改造领导小组。同月，对城关工商业户进行全面普查．

十月．，对城关私营商业中的小商小贩，重点进行合作商店，台作小组．组织试点．

一九五六年 ．

’焉二月，对城关私营商业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组建公私合营五个，合作商店、合

律小组，经营小组各一个． ．：

四月一Ft，县农产品采购局成立，茶叶收购站同时并入，干职三十一人，剐局长高

贵良，地址在新民街后街(今朝阳衡)李一山住宅．专营棉、麻，烟，茶和畜产．

六月，中国食品公司贵州省石阡县公司成立。副经理成启轩，地址在平桥街(现东

戌街)’工商联合会房屋．同时在龙塘，花桥、五德．中坝，白沙，本庄医建立食品经营

处．对肉食、禽蛋实行“一把刀”的独家经营．

六月，中国药材公司贵州省石阡县公司成立，副经理谭坤仁，地址醒狮街(现解放

街)夏国畅住宅，主营中药材．

九月二十五日，工商科撤销，建立县商业局．地址在县人委办公大楼内．局长谢荣

道，副局长黄俊，干职九人．辖百货(包括五交化，石油)、花纱布，盐业，中药材，

专卖，食品，贸易公司，并管理合营，作商店、合作小组，经营小组．

：’：一九五七年 ． ·：

。

五月，县农产品采购局撤销，并入县供销社．
、

r十月一日，县服务局成立，同时撤销专卖事业管理硷．食品公司、贸易公司并入服

务局，实行政企合一，局长谢荣道，副局长向志华、肖光明，地址在龙川区政府处．同

时将全县区食品经营处，专卖分销处，贸易商店(组)合并改为区服务经营处，经营糖、

烟．酒，食品，副食品，调味品、水产等．

一九五八年
、

元月，国营饭店成立，副经理张立友，地址在中平街(现红旗街)剃光绪住‰经
营饮食和旅社． ，

五月十六日，县服务局与县供销社合并为石阡县第二商业局，局长高贵怠．副局长

方在柏．地址在县供销社，辖食品、土产，农资日杂三个经理部．六个区商店(由区供

销社与区服务经营处合并)并管理归I：1的合营、合作店(组)．同时将原县商业局改名

为第一商业局，副局长黄俊．地址在民主街滕石宣住宅，辖盐业，百货(包括五交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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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j石油)，．花纱布：j中药材公同及归口管理的合营、合作店(组)．。』

七月十四日，一：=商业局合并为商业局，局长晁月旺、高贵良，副局长黄俊，寓

文敬，地址在县供销椒蓿食儡、．工业品(包括彳渺布，．酉货，五交化、石油、西药)、
土产、生资日杂经理部、中药材、盐业公司j．冒营饭店，国营温泉和六个区商店，十令

分销店，以及合营、合作店(‘纽i)噜

十月一日，国营温泉建成，干职十三人，经理肖光明．

十月．急于改变所有错_将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组织的十六个合营．合

作店(组)合并为七个，赛行国营商业一套管理办法，统一核算，统负盈亏。，

，九五九年-．

四月五日，中共商业局总支委员会建立，总支书记宗辑祥．，

一九六零年

二月六日，对生猪生产，贯彻执行。公养私养并举，以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方

针，公养猪的比例要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实现农业人日一人一头猪。

二月六日下午，；申坝街居民祝朝香家起火，延烧全街四十户，区商店门市部、办公

房屋被烧毁。 ．

五月十八日山洪暴发，龙川河水猛涨进街，河街淹没一米六，七深，国营商业的财

产，商品遭受损失达七万三千五百九十蹿元五角八分．；r 、，

九月四日，县商业局系统精简下放雇试用职工二百七十六人。

一九六一年 ．

‘：t’三月一日始，。对毛巾、裙子，汗衫。背心，‘枕芯，枕套、风雨衣、蚊帐布(包括窗

纱布)，人造棉布，麻布等十种纺织品，实行凭布票供应。·．

’四月四日起对部分手表，自行车，食糖，糖果、大关酒和高档针棉织品等五十二个

商品实行高价销售。．·

·L 殴月二十六晶，对主要农产晶，实行按比例收购的政策。． ·：一，．

八月，对进入国营商业的合营商店职工吐出．对合并的合营、合作商店(组)分家j、

恢复五六年二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组织的合营，合作店(组)’，仍执行集体所有制制

度．．。 ⋯ ．，

九月一F1，国合商、啦分家，商业局搬固原住滕石宣住宅局长高贵良，副局长黄俊．，

。十月二十日，对香烟。‘：食糖供应，实行配给制．‘

一九六二年 、，

．二月十三日，’根据贵卅省委决定，。对农产品划分为兰种类型进行管理、收购．’

四月二十三日，对肉食，食糖、香烟、白酒等十二种商品实行分配供应· 一i、

五月十六日，省商业厅、供销社关于：9合作商店，．合作小组若干政策”的规定，对

合作商店，实行独立核算，共负盈亏，合作小组实行分散经营，各负盈亏．．f 。’·，，_一·

七月八日，对生猪、鲜蛋收购实行奖售政策。 f|¨。

·’十每月，县三潦领导小组成立，慰商业进行清产核资，予L九六姆年二月二十三日

结束，商业共报损失五百九十五万三千八百六十五元。一!：

一九六曼镶．t
‘

一 “
一

．，

·鼋!‘



X月，在商业系统开展整风运动，内容是反．赫官僚主义，反对贪污盗窃，反对铺张

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多吃多占，11 ．

．泗丹二十日，对收购植物油，’生漆、，橡片，．苎麻等九十二种农副产品，分剔实行粮

食，t棉布，：针织品，胶鞋、食糖，-香烟、’化肥奖售．，。， ‘¨

五月二十七日，为平抑市场物价，在城乡市场开展代替业务。

一九六四年

．店月二十四日，调整农产品收购奖售标准和取锖二十种农产品收购的奖售．

'九六五年

元月一E1，食品与糖烟酒公司分家，分别成立县食品公司和糖业烟酒公司．

四月六日，对生猪生产改为．，‘公养私养并举。私养为童”的养猪方针，同时实行派

购政策。

。 “'九六六年：

元月三十一日，对牛，马、驴、骡的收购宴行布票奖威． ．

‘℃三月+九日，。根据省，婚、t县指示，在商业食晶系统，．推行夯工亦农翩度．：

一九六七年
’

“四月’=十五日．开展食盐加碘t柞，防治甲状腺肿。 一。

六月十七日，出洪暴发，龙Jll河水猛涨进街，商监系统商品，

十六元九角八分。 ‘，，

一九七零年

苌；枣四月二十六日，商监局j供销径，外贸站合并成立县贸易局，

勰．熊天明、王清泉，地址在县供销社。hl

蒡于产损失八千太百二

负贾人王玉椽，杨天

五月十二日，按贵州省革委规定，食糖实行计划供应． ，

九月七日下午九时许，本庄上街居民黄泽勇家起火，烧毁全街七十余户，区供销社

副食品门市部、饭店，油脂加工仓库计四幢九间房屋被烧毁，财产商品损失二万零三百

六十二元三角二分．
．一

，r●九七一年．一

三月二十一IEI，中坝区供销社加工棉花，夜间点灯起火，．财产、商品损失达三千=

百二十·元“． ． 。 ．‘，H． ： 一．

三月二十四日，龙塘区供销社加工棉花，被人丢烟头起火，财产、商品损失五千五

百九十三元一角八分，其中棉花损失二千一百四十二斤=两．

三月‘二十七日，中坝区供销社甘溪分销店收购木炭，发炉起火，财产：商品损失达

八干一百元。 ’， ’j，7 ．：’， 、

·

：’ 四月，贸易局决定在农资日杂公司仓库处，开办铁锻厂，生产牛三，牛四．牛五、

老天供应市场。‘

一九七二年 、，．，

．
．

五月二十。日，中坝区供销社，由于营业员下班不按规定交款，当晚被小偷撬开门

锁，盗走现金八百二十五元，还有布藜． 。t，

：
，

七月二十八日，贸易局决定开办商业职工子弟小学，负责人张先焕，地址在原商业

·8'



局右宅百司西药仓库．后于一九七四年国合分开时停办。‘

一九七三年。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七时许，本庄区供销社加工棉花，弹花工人点敝煤油灯进屋引起

火灾，烧毁下街居民十四户，邮电，人行j工商，税务所、区供销社工业品仓库、生资

门市部，职工宿舍被烧毁。-

一九七四年

六且二十日，县委决定，自七月一日起，商业，供销、外贸分家，恢复商业局，副

局长张文轩、黄俊，熊天明，张锡仙，从供销社撤回原址(滕石宣住宅)．

·九七五年

， 七月十五日，县委决定：纺织，百货(包括五交化)，石油煤建分家，分别成立三

个公司。县纺织品公司经理郝继成，百货公司经理高贵良，石油煤建公司经理王所成．

一，_九七七年 ，，，

十月二十六日晚，中西药公司的中药加工厂，烘房起火，财产，商品损失达三千九

百五十六元五角六分。

一九七八年

四月二十四日，五交化业务从百货公司分出，另建立县五交化公司，经理刘山头，．

副经理张明光。 ·
，

、

四月二十四日，蔬菜水产业务从食品公司分出，另建立县蔬菜水产公司，副经理徐

祥光．

四月十日，重申中共中央中发(1975)2 O号文件，猪，牛、羊，禽，蛋食品，由

国营商业统一经营，统一调拨，统一核算。

五月三十一日，为确保人民身体健康，规定盐业公司供应“海群生盐’．，以消灭血

丝虫病． ．

八月十一日，饮食服务公司从省商业机械厂购进冰棒机安装投产，生产冰棒供应市

场。 ‘

十二月十日，县委决定成立石阡县酒类专卖事业管理局，局长方在泽，与糖业烟酒

公司合并办公。 ．!

十二月二十九日，贯彻省商业局指示，大力开展增产节支，扭亏增盈工作．

一九七九年 一

．‘

，． 二月七fEI，贵州省颁发。工业用盐管理试行实施细则”和。农牧业用盐发售管理试‘

行实施细贝IJ?；， ：

十一月一日起，提高猪、羊、牛肉，禽，蛋等八种副食品销售价格。
’

一九八零年

八月十九日，铜仁盐业分公司同意县盐业公司，娘娘庙战备盐库，报意外损失一百

二十七吨一百八十九公斤。

二月十五日，贵州省人民政府颁发。贵州省酒类专卖管理暂行办法。．

一九八一年
’

二月二十日，中发(1981)8号，决定加强职工教育。此起商业局分批组织职工业 ．

’

．：9．



务技术培训工作．

三月二十一日， “食品卫生管理实施办法”六章、二十六条颁发烁
’佣月一目始：县饮食服务公司．，惟行经营费，任制·改智I企垭管趣，提高经簖效益。

·-九八二年

三月八日始，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治理脏、乱、差·、

三月，县人民政府公布“加强温泉管理”规定。

四月午日，贯彻中央决定。粑过去封蝴商靓j流通体嘲，敬为锄拶开放
式的流通体制i

‘

九月三十日，为扩大商品销售，支待生产，满足消费，从十一掏—帼起适当放宽部

确暂晶前凭票供应和计划供应。
··· 一九八兰年·r }：

元月二十八日，县物价局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省物价局文件规窟，．髓着化纤工业
晶的发展和棉布现行价格情况，j从二月一镅t起释低化纤布价格和适当鞭特旨棉布蚧格．

三月二十八日，商业系统四百一十五人参加无记名投票，评选曲皖秀营业员五人。

四月十日始，全县商业系统开展企业整顿，提高管理水平。 、。，+

o’九月二十九旧，坎_=彳亍中商部‘(：1903)勘呼3号文，各害、．-市自涮因印发的地方布票

(包括生育、死亡的临时采购证)，均可在全国各地流通使用。 ，

·斗二月·日始，执行国务院国发(迥坶8孕》I、7 7号，j对棉布临时取销．布粟销售。

一九八四年
、

、九月十五日一，改革商业体制，实行政企分齐，扩=：大企型自望权，。小型国营企业实行

三个划转。
‘

：‘．十一月十日，商业贸易中心成立，’董事长兼患经理赵目伟，、副董事长段家武(未到
职)，地址在。八一路”老电影院。 ’

，，．+．

。j．-九八五年 ”-

元月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十五分许，县城民主街居民张正明家起火，上烧至邱家巷，

··下烧至县供销社，在此段街内两边房屋全被烧毁，j国营和集体商业财产，’商品损失达四
万六千九百四十六元．

三月，商业贸易中心与诈骗犯涂松林签词啭购汽车二午五辆的合同，造成经济损失
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五元九角九分。

’

兰月二十七日，县人民政府根据币共单央和省政府‘(硒裙碜毡盘号文件精神，为发
展生猪生产，搞活流通，决定从四月一日起，取消生猪派购和放开购销价格。

·lO·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商业概况。
：’

石肝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历来，人民多是为其自身的吃．

穿、用，而从事其农副业生产，兼以小手工业。由于生产方式落后，产量低，收入少，

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因此，民国时期石阡仍属落后的农业地区，商业也十分落后．

一 ～ j

第一节商品生产及商品流通
’

：I

石阡山多，气候温和，农副土特产，全县皆有，且品种繁多。多数产品除供本县人

民需要外，还可运销外县、外省，年输出总值约三十五至四十五万元(折人民币，下同)．

其中：粮食以产大米为主，玉米、大麦，小麦、薯类等次之．

桐油是石阡的特产之叶，．：年产约一万至一万二千担，除自用外，每年可输出约三千

五至四千担，主销湖南和江浙一带I木油年产约七千五至八千担，每年运销晃县．秀山

等地约三千五至四千担I茶叶年产约一千六至一千八百担，除境内销售筛，每年可输出

约一千二至一千四百担。一九三七年前主销常德，武汉、后转销遵义，重庆，贵阳，柳

州、广州等地，黄花年产约-j百担左右，除供本县外，每年运销贵阳，安顺等地约四十

至五十担，五倍子年产约三千至三千五百担，除内销外，每年可输出约二千五至三千

担，主销湖南，武汉或由重安江销往两广，生漆年产约三十至四十担，外销二十至三十

担j烤烟自一九阳一年引进后，先后在本庄、聚凤、枫香．北塔等地种植，年产约一千

至二千担，除本县卷烟自用少部分外，大部分销往贵阳，青麻、土烟、干海椒也有出

产，但产量不大。土烟年产约二千至三千担，干海椒年产约四千至五千担，棉花年产

一千六百至一千九百担，银耳自一九四零年由四川引进后，曾在本庄的回隆等地种植，

年产五至八担，曾运销贵阳．遵义，重庆等地。黑木耳，全县各地均产，年产约十担左

右，其他如葵花、板栗及各种果类亦有出产，白腊．腊虫，在一九四零年前，曾外销于

玉屏，晃县．芷江客商，油菜籽系主要食油原料，全县均产，其单产平坝地区要高于山

区，平均每亩二百市斤左右。药材品种更为繁多，分布也很广，主要有杜仲，黄柏、厚

朴，桔梗、天冬、麦冬、银花、胆革，麝香，牛夕，雷丸、花粉．通草、草乌．茯苓．

天麻，黄连，香付，半夏，车前，白芍等，年总产约一千至一千二百担。猪、牛全县皆

养，牛(包括水牛．黄牛)每年销往铜仁．玉屏，晃县．芷江．洪江等地约三千五至四

千五百头，土布是本县劳动妇女土纺，’土织的主要手工产品之一，年产约二十五至三．叶‘

万匹，除内销外，每年外销五至六万匹，=。多时曾达十万匹左右，主销余庆，瓮安．开

阳，贵定等地，绣花线也是本县手工名产之一，它畅销于黔东南、黔南等少数民族地

区，矿产主要有土钢、毛铁、硫磺-火硝等I石阡的手工业，有冶铁、炼钢、铸锅、土

尚，土碗、土纸(草纸、自皮纸)以及土纺，土织、制丝、皮革，士染、酿酒，榨油等。

石阡是一个工业品奇缺的地区，除部分手工业产品外，工业品主要靠外地输入．其

中：食盐全靠18HII运进，除经石阡转销镇远，岑巩．玉屏，晃县等地外；销于县境内的
年量为一百至一百三十万斤l运进的棉花、棉纱量为一千至一千三百担，其它如棉布，

煤油、食糖，文具、纸张以及各种小百杂货，染料等；年输入总值约为四十万元-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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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五年以前，商品的输出与输入I基本持平l一九三五年后，特别是一九三七年抗日

战争爆发后，本地部分外销商品，’’销路受阻，销量大减．故此，商品输出与输入，由持

平变为逆差．

第二节私营商业及其经营状提

由于石阡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因而工商事业也极为落后．商品交易主要是靠集市交．

易：每逢。赶场”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农民和商贩云集市场，互通有无和开展商业活动。

经营的商品，多是本地生产的农、副、土特产品，手工产品，以及外地运进的食盐、棉

纱，棉布、百杂货(包括文具，纸张)，小五金，染料等．经营形式，主要是小商，小

贩，以行商。赶转转场”设摊经营，以座商开店铺经营者为数不多，就县城而言，也只

有蔡全兴(百货店)、龙尧夫(文具，书店)，．方敬周(百杂店)，周力生，陈衡益(药

店)■夏贻和，杨伯臣，李品一(棉布店)一，崔炳衡，崔秀丰，夏成斋、黄兴和、杨香

普(盐店)．周盛之、杨昌全(纸火铺)等几十户店铺．经营性质，均系私营商业，资

金额最多者达万余元．
。

一， 附：解放前夕(1 9 4 9年)石阡县干商业概况

业剔 鑫炎蒌 备 注 业别 囊炎裴 。备
注

●

盐业店lO 手工卷烟业 3

零售盐商52 52 染布业 7 不含农村数

棉布业22 织纱袜 2· 六部手摇织袜机

杂货业16 19 制丝线 5 60。

五金业 4；。、 弹花业 6’ 一

日用品业，ll、 皮革业 8·‘ ‘前门开店后门开厂

文化用品 9． 、 。 理发业 ll一
。

茶 庄 2’ 8 ． 木制家具 1 L．

照相业 1． ．， 茶 馆 2

酒 ‘业 7 不含自酿自销 纺织土布．587。889．．，：

饮食业18 ’． ． ．． 印刷业 1 ．

客栈业33 、 缝纫业 lo

医药业14 其．他 58

屠宰业19 不含区乡屠宰户、 ．·

_。。

山货业．3l 共。计耐848 1210
’

．

全县造土纸业七十三户一百=十九人，铁作业三十八户八十一人；陶瓷业二十户七

十四人，熬制硫磺，火硝十九户，铸铁锅坊四个，冶铁，炼土钢、毛铁二十户三百=十

人，油榨八十四户二百五十人。

(一)市场概况

石阡全县有大小集市三十三个，除县城的汤山镇十天赶三场(农历一．四·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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