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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催换的公告
根据国务院、国家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及江

苏省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署，我市已从 2016年
7月 1日起全面实施“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
制度改革的换照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换照时间
2016年 7月 1日—2017年 12月 31日

止。2018年起，一律使用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营业执照办理相关业务，未换发的营业证照
不再有效。

二、换照范围

本次换照范围是指：在 2015年 10月 1日
前由我局登记，且在 10月 1日后未办理过变更
登记的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
驻代表机构等。

三、提交材料
申请换发“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的申请人需

提交以下材料：
1、《换发新版营业执照 /备案工商联络员申

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

书》（若申请换照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
人与填报的工商联络员为同一人，可不提交）；

3、所有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原件。

四、换照地点
高邮市政务服务中心（高邮市文游中路 202

号） 一楼大厅市场监管窗口，联系电话：
0514-84661501。

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9月 20日

说说张士诚那些事
□ 陈其昌

敝乡于六十年（实为 300年）之间出了两
位皇上（张士诚、吴三桂）。

———题记·汪曾祺《吴三桂》

张士诚，大丰白驹（曾属兴化）人，长大后
以撑船运盐为生，自称是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
的私盐贩子，历来深受欺凌，饱尝艰辛，生性豪
爽，膂力过人，秉公好义，顽强机诈，是一个地道
的绿林草莽汉子。元朝末年，他率众揭竿而起，
成了元末众多起义英雄之一。

每到中秋，人们品尝月饼，常常可以见到
月饼下面，都衬有一方小纸，这纸有何用？民俗
专家、原扬州市文联主席曹永森指出，这与张士
诚组织农民起义有关，他是利用中秋节人们互
赠月饼的习俗，在月饼下面这方小纸上，写了
“中秋杀鞑子（指元兵）”或“关门杀鞑子”。在当
时各户刀具都受到管控的情况下，百姓收到月
饼，见到纸条，便纷纷响应，聚众造反。时代更
迭，如今小纸犹存，没有了字。

这里，笔者不写张士诚起义的兴衰，而是
说说他与高邮及关爱平民百姓的那些事。

定都高邮号大周

公元1353年（元至正十三年）正月，32岁
的张士诚（小名九四）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
壮士李伯升等 18名“胆大妄为”的盐民，积极
筹备武装暴动。有一天夜里（准确时间无从查
考，大致是春天）在白驹场附近北极殿里歃血为
盟，抄起十八根扁担起事，先杀了为害乡邻的恶
霸，后又冲进了当地富户家中，开仓放粮，分发
钱财，得到穷苦大众的拥戴，接着一把火把富户
房屋烧了个净光，一支反元的烽火冲天而起，映
红大江南北。

这支由 18条“扁担”聚众起兵的队伍，很
快抢占了泰州，占领戴家窑，大战得胜湖，攻取
兴化城，血战澄子河，直捣高邮府（当时下辖兴
化、宝应二县），以期占领个大些的要邑名城，好
称王点将打天下。

当年五月，张士诚如愿以偿。这股江淮地
区异军突起的起义队伍裹挟着三垛大捷的余
威，一鼓作气地攻占了城池周长11里、城高河
宽、易守难攻的高邮。起兵攻占兴化时，他们兵
力只有万把人，此时队伍扩充到9万多人，攻
取高邮正是实力的彰显。有传说称，张士诚攻城
武器不够，就将鲫鱼绑在扁担上挥舞着杀过去，
在夜色中犹如刀光闪闪，因此，鲫鱼又被称作
“刀子鱼”，这只是传说而已。

次年正月，张士诚选择了城北多宝桥西
的承天寺（即承天大梵讲寺）作为称王宝地，
抖起了称王的威风，国号大周，建元天佑，并
铸“天佑通宝”铜钱，表明这一切都是秉承天
意，亦祈求上天保佑大周长治久安。这是继隋
末唐初李子通在江都建吴国之后，又一个在
扬州地区建立的农民政权。从此，高邮被管辖
了13年，也圆就了张士诚称王的梦。其时，元
奉行“谁称王就先打谁”的策略，张士诚首当
其冲，而“缓称王”的朱元璋却捡了个便宜，避
开了元军的进攻锋芒。后来有人拿“承天寺题
匾”做文章，称请来的秀才们在写“承”字时总

是先写一个“了”字，张士诚才遭杀身之祸。后
来有一个人写“承”字受到夸奖，在于他先写

“王”，再上下左右补齐笔划。

招安强攻不动摇

对待农民起义队伍，历代统治者常是用一
手诱降招安、一手重兵强攻的伎俩对付。元代统
治者对张士诚也如法炮制。

张士诚起兵后，势如破竹，很快攻下泰
州。当时泰州虽不属高邮府管辖，但是朝廷派
刚刚到任的高邮知府李齐前往招降，狡诈的
张士诚假意接受招降，但转眼之间，又将反元
的大旗高高举起，并杀掉行省参政赵琏祭旗，
使元朝统治者第一次招安成了泡影。第二次
招安是在兴化得胜湖，其时起义军已过万人；
元朝廷拿着“万户侯”武官官职诱其就范，张
士诚声称官太小，不接受。如此僵持多日，待
到起义队伍已攻下高邮的时候，朝廷又派李
齐进城招降，未成，李齐反遭杀身之祸，亡命
在张士诚的剑下。明代一位武官为此哀叹：
“忆昨高邮裁到任，孤城四面受攻围。劳军展
喜初无恙，出使贞乡竟不归……”第三次招安
是在高邮城。淮南行省官员盛昭奉诏劝降，结
果又中招了，他以为张士诚真心愿降，好不容
易进得高邮城，准备受降授官，一切如仪，却
被威风凛凛的张士诚痛斥一顿：“你们皇帝老
子来了也没用。”结果，盛昭这位劝降者遭受
活剐丧身。

招安同时，元兵的围剿强攻始终未停，战
事不断。其时的起义队伍已占据江淮一片土
地。平川炸雷，声震朝野。枢密院都事石普是个
出名的铁头犟。他向当朝丞相脱脱进言，说他
谙熟高邮地理环境，只要有三万步兵，就能收
拾张士诚，包取高邮，为此还立下军令状。于是
石普带兵日夜兼程，直扑高邮。高邮城北有个
挡军楼，是军事哨所。一天夜里，张士诚巡查至
此，从野鸭子成批异常飞动这一现象，断定元
兵来袭，立即排兵布阵，将元兵打得落花流水。
石普不甘心首战受挫，派人送信约定淮南总兵

“三日后子时派奇兵抄城东夹击”，结果被人做
了手脚，“奇”兵变成了“骑”兵。淮南总兵在水
网地区被杀得人仰马翻，石普的队伍同样一败
涂地，他本人也战死高邮。弹丸之地的高邮城，
竟然如此岿然不动。

百万元兵围高邮

1354年（至正十四年）九月，元朝丞相脱脱
奉旨率领40万大军号称百万大军攻打高邮，这
是高邮地区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极为惨烈的一次
战役，被史学家称为“高邮十大战役”之首。

脱脱是元朝末年少有的有见识、有能力的
丞相，也是多次镇压农民起义的杀人魔王。至正
十二年八月，他亲率大军出征徐州，当时起义军
切断了通过漕运对都城的物资供应。九月，脱脱
破徐州，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然后班师
回朝。朝廷为其建生祠，立平寇碑，脱脱成为专
横跋扈、不可一世的重臣。

脱脱统领各王、各省优势兵力直扑高邮。

元史载，丞相这次出征，可谓“旌旗累千里，金鼓
震天，出师之盛，有未过之者”。他采取稳扎稳
打、打则必胜的策略，抵达江淮地区以后，先扫
荡周边地区的义军，连连攻克兴化、盐城、六合，
将高邮围个水泄不通。

当年十一月，高邮已成了一座孤城。战乱
出良将，危难识英雄。此时义军的首领张士诚
充分表现了他的胆识、勇气和决心。尽管元军
动用了包括火炮在内的各种武器投入战斗，攻
势不减，可连续三个月，承天寺王府和高邮城
依然久攻不下。那年寒冬，张士诚既无援兵，又
无粮草，他和其他首领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体
恤下属，关爱百姓，依托城池的瓮城藏兵洞尽
量减少伤亡，坚持艰苦卓绝的高邮战役。有人
推算，明代初年，高邮人口只有6万多人，当时
守城的军民不会超过万人。在起义者心中，投
降也是死，抵抗也是死，不如抵抗而死，至少死
得悲壮。

后来，百万元军败走邮城，乃“天佑”也。就
在内城要攻破的那一刻，元顺帝一道诏书急递
脱脱帐中，解其兵权，削其官爵，发配云南。这次
临阵换帅，引起元军大溃败，也促成一方枭雄张
士诚转危为安，反败为胜。被当代史学工作者称
为以弱胜强，历史上战果最辉煌的一战。

以弱胜强说缘由

张士诚起义军以弱胜强似乎是“天佑”天
意也，实质上是有多种元素构成了历史的必然。

元朝廷宫中内部争斗、有关权臣的权力倾
轧，使在元兵攻打高邮的关键时刻，元顺帝发出
了错误诏书，造成本来唾手可得的高邮依然是
义军天下局面，而百万元军却败走邮城。早在脱
脱出师前，有权臣认为宠臣哈麻是个后患，必除
之，脱脱犹豫不决，未下手。而哈麻获悉后，牵怒
于脱脱，便上书列举脱脱之过。脱脱出师后，元
顺帝命哈麻为中书平章政事，让他握有大权。当
年年底，哈麻唆使监察御史弹劾脱脱，称：“脱脱
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
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又其弟庸材鄙器，玷污清
台，纲纪之政不修，贪淫之习益著。”元顺帝听信
馋言，唯恐功大盖主，于是下诏削脱脱兵权。诏
书到达军中之时，有人进言，将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但是，脱脱不敢违背君命，遂交出兵权。高
邮战役元军不战自溃，是元末农民战争的转折
点，各路起义军转被动为主动，重新掀起规模更
大、声势更猛的武装起义高潮。

起义军中主战主降也决定这支队伍和战
役的走势。元军围困高邮时，城中起义军只剩几
千人，粮食越来越少，弓箭等守城器材使用殆
尽。此时，有些将领主张降元或许获得一线生
机。对此，张士诚表示坚决反对，他深知，此时投
降无疑是自掘坟墓。据野史载，在最危急的关
头，张士诚叫天不灵，叫地不应，恨得肠子都青，
连扇自己的嘴巴，想投降都不行。即使顶天立地
的英雄，也有他胆怯、气馁的“另一面”秉性，不
足为怪。但是，他想到徐州屠城之血腥，脱脱攻
陷高邮之日必将重蹈徐州的覆辙，因此决心领
兵抗元到底。张士诚的主张得到积极响应，高邮
城头始终飘拂张王旗。

苏人犹记张九四

公元1355年（至正十五年），除一小部分
队伍留守高邮城外，张士诚大部队挥师南下，
从通州渡江进入常熟，此后，连克平江（苏
州）、湖州、常州等地。他把平江改为隆平府，
并迁都这里，以苏州承天寺为办公场所。一
日，他盘腿坐在大殿中，在梁上连射三箭作为
“雄起”的标识。

张士诚鼎盛时期，占据的地盘，北到徐州、
济宁，西到河南汝南、安徽阜阳、凤阳，东到大
海，南到绍兴，纵横两千余里，带甲将士数十万，
张士诚也因此成为全国最富有的人。诚然，张士
诚后来渐渐变得奢侈、骄纵起来，但是，他还是
为管辖地区人民做了不少实事、好事。因此，有
人将一些英雄枭雄作比较，有人诗云有些历史
过客“不及高邮张九四，至今犹得苏人怜”。

张士诚起兵初，每到一处，常是打家劫舍、
杀富济贫、开仓放粮、分发浮财，他们还废除元
朝盐民、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自然得到穷苦大
众的欢迎。建都高邮后。他传令部属不许抢掠，
不许烧杀，不许奸淫，并坚持赈济难民，设棚施
粥、帮困扶贫、管控治安，以至建立仓储、预防荒
年，得到士民的普遍拥护。迁都苏州后，更是多
方实施发展生产、惠及民生、重视文化的策略和
措施，成效明显。

诸如先后颁布了《州县农桑令》《州县兴学
校令》等，取消了农民拖欠元政府的所有赋税，并
把当年四成赋税返还农民，设立劝农使，带领百
姓兴修水利，发展农桑，发行“天佑通宝”，促进物
资流通，促进了江浙皖等地区的经济发展，福荫
了一方百姓。同时，张士诚在统治区内发展教育，
尊重文人，整饬民风，弘扬文化，设立学士员，开
办弘文馆。就在他被朱元璋俘虏的前两年，他还
举行乡试，选贤入仕，广招俊才，以致施耐庵、罗
贯中、陈基、陈维光等元末名士都曾在张士诚帐
中任职，为其出谋划策。大丰、高邮一带有关刀子
鱼有一段民谣：“刀子鱼，当刀子，施耐庵出的点
子，吓跑了高邮的鞑子，城头竖起张王的旗子”。

张士诚的结局是壮烈而悲惨的。他被俘后
面对朱元璋只有一句话：“天日照尔而不照我而
已。”“照”，即照顾。他自缢而亡后，朱元璋将其
尸体烧成灰，这就是所谓的锉骨扬灰。

明初，有洪武赶散（回）的大迁移，朱元璋将
大批江南百姓从苏州阊门（迁移的动身处）赶至
高邮、宝应、兴化一带，但是江南江北百姓怀念
张士诚，以各种形式纪念他。据民俗专家曹永森
介绍，民间有一个说法，早烧清明晚烧冬，七月
半的野鬼等不到中，这野鬼就是指战死的张士
诚及其属下。每年七月三十，苏州城乡和高邮一
带的街头巷尾或村头，都要点燃香烛，名义上纪
念地藏王生日，实际上烧的是“九四香”或“久思
香”，有官员追问，人们又会说成是烧的“狗屎
香”。其纪念张王，不言而喻。

在王鹤编著的《古代诗词咏高邮》中，有唯
一的一首无名子《吊张士诚》。诗云：“将军只合
田横死，国士嗟无豫让闻。风雨年年寒食节，麦
盂谁上太妃坟。”一代草莽英雄就这样铭刻在历
史中，演化为民俗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