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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新中国踏上了改革开放
的伟大征程，“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从原来的“市管办”脱胎而出，恢复
建制。

“刚开始让我去当局长，我怎么也
不愿去。那个单位一穷二白，我去干什
么？”地市合并后邵阳市工商局首任局
长钟承桓想起当时组织对他的安排，
心情还是难以平静。那时，他正担任邵
阳地区供销社主任，要他一下子从米
箩跳进糠箩，他思想转不过弯来。

“我清楚地记得，最初，我们在位
于城北路现市政协地段一栋两层的木
质四合院里与别的单位一起挤着办
公，工作人员全部加起来只有 32 人；
后来，在地区供销社的三楼借了一层
办公室办公，人员还是增加不多；1986
年地市合并后，主办公场地设在南砂
子坡，这时才算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场
所，队伍也扩大不少；1992年，我们搬
到位于南门口碟子塘办公楼办公，这
时才算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楼’，队伍
也逐渐变得兵强马壮起来。”邵阳市工
商局原局长邓石林回忆。

“创业艰难百战多”，虽然举步维
艰，但邵阳的工商事业依然还是随着
我国改革开放的铿锵脚步一路高歌猛
进。1983 年底，在改革中摸索前进的
邵阳工商终于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
转折——1984年元旦，全国工商将统
一着装！

“一听要发制服了，我们年轻人就
兴奋起来，根本不想等到第二天元旦
节。1983年12月31日傍晚，我就约了
八位同事，提前穿上服装，从我们上班
的红旗工商所出发，一路沿着红旗路
从南门口走到府门口，又从府门口走
到邵府街。当走进邵府街我家中的时
候，把我老娘吓得躲进里屋藏了起来，
以为家里来了公安。我们还嫌不够刺
激，又八个人特意一起排着长队去大
众电影院看电影。结果，全电影院的观
众都不看电影了，都来看我们。”改革
开放后第一批进入邵阳工商工作的李
宏亮绘声绘色地回忆。

统一着装，意味着国家对工商工
作的认可和重视，也标着工商工作从
此进入了新的纪元。不久，经过不断摸

索，集市贸易管理、工商企业登记管
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注册管理、个
体私营经济管理、广告管理等工商管
理“六大传统职能”基本形成。

弹指一挥间，40 年过去，邵阳工
商在管理体制上经历了多个里程碑式
的重大变化：1996 年，曾对市场建设
立下汗马功劳的邵阳工商退出市场建
设的历史舞台；自2008年9月1日起，
邵阳工商全面停止征收个体工商管理
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全局所有工作
经费和个人经费由省财政全额保障，
工商职能进一步转向市场秩序监管；
2002年至2015年，工商系统实行垂直
管理，其中2002年3月，邵阳工商机构
改革全面完成，全市工商系统核定各
类编制1933个，设置工商所93个。

2011年11月11日，邵阳市工商局
迁入占地面积40多亩、建筑面积12000
多平方米的新办公大院工作。同时，邵
阳城区18个工商所建成8个标准工商
所，每个标准工商所拥有一个大厅、一
个小食堂、一个小会议室、一个小澡堂、
一个小活动室、一个小阅览室，邵阳工
商的“家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
至2018年10月31日，邵阳市城区工商
系统的固定资产达到2亿余元。

自身建设变了大模样

改革引领发展改革引领发展 奋斗铸就辉煌奋斗铸就辉煌
——改革开放40年来邵阳工商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赵石桥 郭敏欣 陈佳佳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征程上格外关键的40年。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
期，邵阳人民没有缺位，以“吃得苦、耐得烦、霸得
蛮、创得先”的宝古佬精神，在我国中部内陆地区
发出了响彻世界的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强音。

1978 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邵阳工商
恢复建制。其后的40年里，邵阳工商人紧跟邵阳
人民率先投身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时在社会
转型的关键时刻发声，在民营经济壮大的关键点
上发力，谱写了一曲曲服务和监管市场的壮歌。

“我不敢说邵东毛家栗山小五金市场是
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自发形成的市场，但
我敢肯定，它绝对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由政府
部门主导放开的第一个市场。”曾任邵东县工
商局仙槎桥所所长和邵东县个私协秘书长的
李民主介绍。

最初的毛家栗山所谓的“市场”，其实就
是在当时毛家栗山供销社的空地上搭建的一
圈简陋棚子；所谓的“小五金”，也仅限于菜
刀、剪刀、剃刀“邵东三刀”等。但即使是这样
藏着掖着的市场放开，也在当时引发了激烈
争议。随着《人民日报》记者在邵东采写的一
篇题为《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
充》的调查报告在新华社播发，并在《湖南日
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进而湖南电视台滚动
播出在邵东录制的专题片《这里欣欣向荣》，
这种反对声音才逐渐平息。1986年，邵东县
工商局筹资30万元，正式修建了有门面有摊
位的毛家栗山小五金市场。

就在邵东试水民营经济大力推进市场建
设的同时，全市其他地方的市场开放和建设

也在如火如荼进行。1979年，位于邵阳城区
的三眼井、人民巷、邵府街、中河街、府门口、
南门口、工业街等所有传统农副产品市场全
部宣布开放。1980年，邵阳市人民政府投资
12万元，修建了当时市区第一个高标准农贸
市场——三眼井农贸市场；1986年，报请邵阳
市人民政府批准，邵阳市工商局在南门口碟
子塘征地建设大型综合市场。在县市区，武
冈成为第一个建设大型农贸市场的县域。在
乡镇一级，1987 年，邵阳全市由工商部门主
持，投资465.3万元，新建和扩建了总面积达
75180平方米的集市场地，使全市具有场棚的
集市场在当年发展到300余个。1990年，全市
各类集贸市场由1978年的157个发展到298
个，增长近一倍。全市集市贸易市场成交额
达6.83亿余元，比1978年增长10倍有余；上
市品种3200余个，比1978年增长12倍。1979
年至1990年，全市城乡集贸市场建设不要国
家补贴一分钱，却向国家缴纳税金1亿余元。
截至建管分离前，全市共在市县两级建设大
型集贸市场700余个，专业市场200余个。

开启市场建设的精彩篇章

1978 年，邵阳市企业只有 1041 个，个体
户仅143户，其中邵阳县全县仅给一名工伤
致残者发放了个体营业执照。转眼40年过
去，截至2018年11月底，邵阳实有市场主体
达到280087户，其中企业55112户，个体工商
户224975户；在55112户企业中，民营企业又
占 42005 户，市场主体总数名列全省前茅。

“邵商”，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学界一个可以与
“晋商”“徽商”并列的名词。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在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40年间，邵阳工商一直
带领个体私营业主共同担当着“时代弄潮儿”
的角色。

今年 65 岁的涂菊林曾是邵阳最早的个
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之一。她原籍广西，
流落到邵阳15岁就嫁为人妻，为了养活接连
出生的五个孩子，最开始依靠一台破旧的补
鞋机给人补鞋维持生活。改革开放的春风吹
到邵阳后，在邵阳工商人的激励下，她先后成
为邵阳市有名的“皮草鞋大王”和“圆珠笔大
王”，并于1989年初创办昭阳楼酒楼，成为邵
阳一位历经30年不倒的“餐饮大王”。1986
年，涂菊林作为全国首批个体劳动者代表受
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在时代推动和工商引领的共同作用下，
世纪之交，邵阳的个体私营经济进入一个快
速发展时期。1999年，针对邵阳曾是老工业
基地的特点，邵阳工商重点引导下岗职工转
变思想从事个体私营经济。当年，全市
15000名下岗职工成功加入个体私营经济大
军行列；到2002年，邵阳个体私营经济实现
销售收入220.9亿元，开始涌现出一批资产过
亿、产值上亿、利税超千万元的“私营航母”。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我国进入“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崭新时代，邵阳跟全国各地
一样，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2014
年，全国工商系统开始轰轰烈烈开展商事制
度改革。如何在商事制度改革的道路上走在
时代的前列，通过更彻底、更深入的简政放权
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邵阳工商立足邵阳大
地实际，积极主动作为，邵阳的市场主体尤其
是私营企业出现“井喷式”发展。

现在落户邵阳经开区的亚洲富士电梯股

份有限公司占地200亩，今年投产第一年产值
预计超过3亿元，将来预期每年产值不低于50
亿元。董事长王要辉表示，该公司之所以能从
东莞迁来邵阳，是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沿
阵地办不成的事，在邵阳办成了”。2015，专业
从事电梯生产的东莞市汇坤贸易有限公司受
邵阳市人民政府之邀，有意前来邵阳发展，但
出于扩大公司影响和生产的考虑，需要将该公
司更名为“亚洲富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而其
位于深圳的总部也不过名为“深圳亚洲富士电
梯设备有限公司”。闻听客商要求，邵阳市工
商局党组书记、局长吴卫红给经开分局下达指
令：“务必借助商事制度改革东风依法依规满
足客户愿望。”当年6月，邵阳工商经开分局专
门抽调两名工作人员先是南下东莞为该公司
办好了“经济户口迁出手续”，又通过湖南省工
商局向国家工商总局获得了名称预先核准。
当年10月，邵阳市工商局给“亚洲富士电梯股
份有限公司”正式颁发了营业执照。

中国中部快时尚产业“金砖谷”是位于
邵阳经开区的一个小微企业孵化基地，在这
里，“不见面办证”“一址多照”“一照多址”和

“集群注册”等承载商事制度改革的新鲜事层
出不穷。“我因为生意需要，必须办理七个工
商营业执照。原来以为很难，谁知七个执照
一天之内全办好了。”返乡创业落户“金砖
谷”的双清籍老板曾林介绍。“经开工商分局
的同志特意上门手把手教我们如何进行全程
电子化企业登记。我帮落户商家办理证照
时，再也用不着来回跑腿了，全部可以在网上
顺利完成。”“金砖谷”财务总监胡艳玲说。

据统计，通过商事制度改革，截至 2017
年底，邵阳各类市场主体总量达 241265 户，
位居全省第5位，比2014年增长99681户，平
均每年增长3.3万户；资本总额达到2613.87
亿元，比2015年增长564.29%。与此同时，截
至2017年底，全市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
40.1万人，比2014年底增加12.2万人。

“邵商可能不是一个最有实力的团体，但
绝对是全世界一个分布最广的团体。在美国
的华尔街和老挝的橡胶林里，在瑞士的雪山
和澳大利亚的草原上，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
邵商。”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向志柱介绍。

让民营经济誉满三湘

位于邵阳的湖南省湘中制药有限
公司是华润双鹤旗下一家以生产精神
类药品为主的子公司，在这家公司办公
楼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居然一直保留
着一名邵阳工商干部的办公桌。

这张办公桌的主人名叫冯群，现任邵
阳市工商局商标科科长。“我们企业发展
壮大到今天，凝聚着以冯群为代表的许多
邵阳工商人的心血。不管将来国家市场
监管体制如何发生变化，我们公司将永远
为邵阳工商保留这张办公桌。”湘中制药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黄越村动情地说。

目前发展风生水起的湘中制药有限
公司脱胎于邵阳一家国有制药企业，作为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前邵阳第一家混合所
有制改革企业，冯群在为该公司办理变更
登记上，一度承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我们不仅感佩邵阳工商人的担
当，也感佩他们无微不至的服务。”黄越
村表示，从2016年到2018年三年间，冯
群等人帮助湘中制药有限公司倾情谱

写了“创牌——树牌——护牌”三部曲：
湘中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抗癫痫

药，到2015年底已经占据全国市场80%
的市场份额，但它的品牌创建还停留在
湖南省著名商标的水平上。2016年，冯
群等人经过艰苦卓越的工作，在 2017
年将该公司的“湘中”商标申报为“中国
驰名商标”。2018年6月，该“中国驰名
商标”产品在外省某地意外遭遇当地工
商部门“虚假广告宣传”指控，冯群等人
又不远千里配合湘中制药有限公司前
往协调处理，并对该公司的广告宣传手
册作了规范化修正。

“该公司目前的年销售额已达到4
亿元。进入华润双鹤后，它正被打造成
全国精神类药物集中生产基地。如果
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其产值将逼近百
亿，那我们在它身上的一切付出都是值
得的。”冯群说。

在邵阳，不光湘中制药有限公司这
样的国有控股企业对邵阳工商心怀感

激，许多民营企业在品牌创建上都曾被
邵阳工商“扶上马，再送上一程”。

年销售额达7亿元的浩天米业是邵
阳一家集大米、液态奶、鲜湿粉面于一身
的大型民营企业，其董事长姜定胜感慨：

“如果不是邵阳工商竭力引导我加快品
牌创建，我到现在可能还只是个米贩
子！”早在2003年，浩天米业便较早完成
了商标注册；2011年，又获得了“中国驰
名商标”称号。品牌的创建，为企业发展
赢得了宝贵的商机。2012年，出于食品
安全考虑，邵阳市人民政府提出要统一
全市城区鲜湿粉面生产，浩天米业作为
本市最有影响力的农产品企业毫无疑
问地承接了政府这一重大产业项目。

由于历史的原因，邵阳的经济发展
在全省 14 个市州中长期滞后；但由于
邵阳工商人的辛勤耕耘，邵阳的商标注
册工作却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截至
2018年第三季度，邵阳有效注册商标总
量超过7.5万件，总量连续五年位居全
省第二，其中包括中国驰名商标17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1 件，马德里国际
商标35件，湖南著名商标164件。

打造商标培育“邵阳品牌”

2018年11月3日，一个阳光灿烂
的周六，在“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
经正式挂牌的背景下，邵阳市工商局双
清分局的“红盾卫士”们放弃休息，以站
好最后一班岗的宝贵精神，组织干部职
工上门为新开张的金罗湾国际商贸城
的经营户们办理证照，许多群众争先恐
后给他们搬桌送椅、端茶送水。

“邵阳人民之所以对邵阳工商一
往情深，是因为改革开放 40 年来，邵
阳工商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
位。”邵阳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吴
卫红说。

药品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湖南省药材公司及其劳服公司于1986
年9月至1988年6月间，先后向河南、
广东等省市及邵东县中药批发部销售
变质报废的白芍180万公斤，非法牟取
暴利。1989年3月，邵阳市工商局闻讯，
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认真查处，经报请
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依法全部没收其非
法收入共310余万元，并提请有关部门

和司法机关分别给予当事人以严肃惩
处。该案荣获国家工商局表彰。在当时
人情风特别盛行的情况下，白芍案给邵
阳工商贴上了“无情无义”的标签。

邵阳工商不仅“脸黑”，还特别“前
卫”。根据群众举报，邵阳市工商局于
2012年3月对美国稀土投资公司涉嫌
网络传销进行立案调查。经查，美国稀
土投资公司通过租用美国服务器，在
香港地区设置交易平台，用英文界面，
在中国大陆发展会员。该网站规定被
发 展 的 会 员 必 须 认 购 100 美 金 至
10000美金不等的股份才能取得加入
资格，采取对上限制、对下无限发展人
员的模式，组成金字塔式团队，并要求
被发展人员必须发展其他人员加入，
方能获得高额报酬。通过对该网站涉
案人员2000多个银行资金往来账户进
行梳理甄别和追踪调查，发现涉案人
员上万人，涉案金额超亿元。2012年5
月25日，邵阳市工商局对不构成犯罪
的10名当事人处以巨额罚款的行政处

罚，并将构成犯罪的嫌疑人移送邵阳
市公安局。结案时，邵阳市公安机关依
法冻结该案涉案资金1550余万元，劳
动教养4人。为首的嫌疑人哀叹：“我们
自认为是在搞高科技作案，谁知栽在
地处偏僻的邵阳工商手中。”

开展市场监管，邵阳工商也非常重
视在关键时刻发声。2003年5月，“非典”
流行的特殊时期，邵阳工商穷追不舍查
获一起销售假冒劣质口罩大案，案值8
万余元，被国家工商总局和省工商局评
为当年全国、全省“十大典型案例”。

从深入推进无照无证生产经营、
不正当竞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商标
侵权、虚假违法广告、合同欺诈、网络
违法交易、传销等各类经济违法行为
整治，到探索构建以信用监管为核心、
以随机抽查和重点检查为主要手段的
新型市场监管模式，邵阳工商不断加
强执法人员业务素质，拓宽执法领域
视野，依法加强市场监管，全面树立了
公平公正的执法权威。40 年来，全市
工商系统查办各类经济违法案件
35000 余件，为邵阳营造公平有序的
市场竞争环境立下了汗马功劳。

“守护神”一直很神

2002年6月，邵阳正式开通12315
消费者投诉举报电话。15 年后，即
2017年，邵阳市工商局保护消费者权
益工作先后荣获“全国消协组织先进
集体”和“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两
项国家级荣誉同时花落邵阳 12315，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2016年3月21日，一名消费者举
报，称其在邵阳市某大型医院就诊时，
该院收取了其2 元诊疗卡押金，但没
有在任何场所告知消费者可以退卡和
退卡的途径。经查，办案人员确证该
医院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于是给予
该院20万元的罚款处罚，责令当事人
15 日内告知消费者诊疗卡押金退还
措施，并责令30日内将现版本诊疗卡
背面持卡须知说明改版，明示退卡的

途径方式。此案一出，邵阳其他存在
同样问题的大小医院纷纷自我整改，
广大患者无不拍手称快。

近年来，超市电梯事故频发，成为
全国热点。2005年2月28日上午，家
住邵阳市东大路 67 岁的封老太也碰
到了这样的事故。封老太称：2 月 23
日下午 2 时 20 分左右，其带领 5 岁的
孙子在邵阳某超市购物乘坐电梯时，
从电梯上摔下，造成骨折，已住院五
天。期间，家人多次联系超市，要求对
方承担责任未果。接到投诉后，邵阳
市双清区消协工作人员立即赶往医院
看望伤者，并到商场实地检查事发现
场，发现该商场未在显著位置设置安
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而且当时消
费者摔伤时，工作人员未在电梯口

旁。据此。消协工作人员认为，对该
电梯上发生的事故，商家具有一定的
过错。老太太、小孩本身就需要他人
照顾监护，在乘坐电梯时，老太太一手
牵孙儿，一手提货物，对事故的发生具
有一定的过错，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最后，经调解，双方各承担伤残损失总
计 63252 元的一半。此案的成功调
解，给类似事件的当事双方皆敲响了
安全责任警钟。截至目前，邵阳再没
发生类似案例。

邵阳工商把一切为了消费者作为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际行
动，小到酸奶过期、假一赔十，大到汽
车置换、人身安全。40 年来，全市工
商系统受理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 13
万余件次，挽回消费者经济损失达亿
余元。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路程
中，邵阳工商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与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一切为了消费者

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吴卫红（左二）带队开展市场检查。

加强网络市场监管。

大力开展红盾护农在田间活动。

指导瑶乡消费者辨认假冒伪劣商品。

执法人员深入田间了解商标注册使用情况。

执法人员正在仔细辨认真假烟。开展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查封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 邵东毛家栗山小商品市场，是湖南乃至
全国开放的第一个专业市场。

1984年，邵阳市工商局工作人员统一着装合影。

市工商局办公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