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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浏阳县商业志》是由浏阳县商业局组织编修的。‘按照浏阳县修志

委员会编纂专业志的要求，编写工作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筹备，经历了

搜集资料、试写、编纂、合编、审稿等阶段，历时六年，至1988年底成

册。这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商业专志。

《浏阳县商业志》分为8章，约10万字。它记述了我县商业从1874‘

年到1985年中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起伏历史。其中晚清、民国时期

由于其商业活动的史料缺乏记述较为简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部

分则记述较为详尽。整个志书抓住商品流通发展变化这一条主线，以商

品的购、销、调、存、盈为中心内容，从商业体制、商业团体、管理机

耪、企业经营、网点人员、流通渠道、经营政策、经济核算、文明经商

等方面，将一百多年的商业面貌载入书中，并寓其发展规律。它的成书

印刷有助于全县商业干部职工系统地了解本行业的发展历史，认识商业

的发展规律，对加速商业队伍的建设，对繁荣和发展浏阳商业都有着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浏阳县商业志》在搜集资料和编写阶段，曾召开了一系列座谈

会，许多离休退休老同志、在职干部职工为本志的编修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和意见。本书在编纂过程中，省商业厅修志组、县档案馆及有关单位给予

了大力支持，并得到县修志委员会副总编辑黎雄杰同志的具体辅导，从

志体、章节到内容都亲自作了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测阳县商业志》由李正文同志主编。在采编过程中，曾参加过编

辑组一段时间工作的有娄寄羽、沈大雄、李克力、刘丙章、厦洱圈、陈
永恒、何端吾，刘新民、李晨光、徐复思、胡文秋(女)、刘桂启、吴

? I
，



海宁、张继明、兰坤荣等十多位同志。上述同志为商业志的编写尽心竭

力，作出了贡献。本志经过县商业局原任现任各正、副局长、各股室负

责人及各公司(厂)经理(厂长)钟齐初、朱文新、戴伯年、李淑明、

钟书毛、陈绍华、芦从清、罗泽湖、李耀文等同志参与评审后，进一步

作了修改，最后由现任副局长鲁建文同志审改定稿。

由于编纂人员对地方志编修缺乏经验和历史知识有限，缺漏、错误

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各方面的同志批评指正。

《浏阳县商业志》编审领导小组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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