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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始元，《张掖新华书店志》编纂成书即将出版，值得庆贺。

作为省内新华书店系统的首部专业志书，它不仅是张掖地、县新华

书店半个世纪发展历程的真实记载，也是本系统很可宝贵的精神

财富，于存史、资政、育人，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新华书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图书

发行事业的主体。共和国时期，新华书店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两为”方针，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出版发行事业作出

了巨大贡献。张掖是历史上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有着深厚而久

远的文化积淀，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历久不衰，图书的潜在

市场很大。创建于共和国初期的张掖地、县新华书店，坚持发行工

作的社会主义方向，顺应时代潮流，继承和发扬新华人的光荣传

统，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事业建设和

图书发行取得骄人的成就。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

落实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深化企业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

平，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构筑全省发行战线恢宏大

厦添砖加瓦的同时，积累和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作出的贡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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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大矣。

张掖地、县新华书店五十年的历史，充满变革曲折，有成绩也

有失误，经验和教训都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以史为鉴，兴替可

知’’。张掖地区书店领导班子有远见，组织力量编修店志，其目的

在于透过历史的烟云，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把今后的工作思路梳理

得更加清晰，以便更好地开拓未来。他们带了一个很好的头，办了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共和国时期，新华书店的管理体制几度变更，加之其它原因，

留存的档案资料为数有限，编修志史困难颇多。《张掖新华书店

志》的组织者和编纂人员，克服困难，广泛收集，抢救史料，综合

分析，清才巧思，终成此书，付出的心血显而易见。全书篇目设置

合理，结构严谨，史料丰富，文笔流畅，图文并茂，比较充分和客

观地反映了全区新华书店系统各个时期各方面工作的面貌，在一

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全省图书发行工作的一个缩影。成书之际，嘱

余为序，情不能辞，谨缀数言，企待研斟。

(作者：甘肃省新华书店经理)



序

{7年
J

自1950年3月1日新华书店张掖支店创建迄今，区内地、县

书店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进入各项

事业蓬勃向上的中兴时期。盛世修志，为政之要事。经过编委与主

编人员的通力协作，勤奋努力，历时三年，一部反映新华人创业历

史的《张掖新华书店志》展现在书店的橱窗里，奉献在读者面前。

作为发行战线上的一员，倍受鼓舞，为之欣然。

《张掖新华书店志》上自公元1 950年，下迄公元2001年，以

区内地、县新华书店的发展沿革为主线，突出地域特点，如实纪录

全系统事业发展，网点建设，图书发行，企业改革，经营管理及职
●

工队伍建设、政治思想工作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区内发行战

线的新老员工发扬爱岗敬业光荣传统，为繁荣图书发行事业，推动

地方两个文明建设所作的艰苦努力和巨大贡献。全书三编，凡十一

章、四十七节，计三十七万余字，史料翔实，文字严谨，叙事清楚，

详略得当，不失为颇有价值的新华书店创业史。它的出版是我们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更是一部具体生动的教科书。可以相信，

无论是老一辈新华人重温往事，还是新一代年轻人了解过去，都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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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得到教益，增长见识。

我国的图书发行工作，担负着传播知识、宣传思想、传递信息、

积累文化的社会职能，它既有宣传文化属性，又是一项经济工作，

受着社会因素的制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社会政治稳

定，经济繁荣，图书发行事业健康发展，不断前进；反之，就停滞

不前，甚至遭受挫折。《张掖新华书店志》就十分清楚地昭示了这

样一个客观规律。过去的50年中，图书发行工作有30年是计划经

济体制下运行的，加之管理体制变更频仍，企业经营机制多受制

约，发展滞缓，历程曲折。20世纪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遵

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则，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为图书发

行注入新的活力。区内新华书店的各项事业步入稳定、持续、快速

发展的轨道，每过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新华书店已成为地方经济

最为活跃的增长点，在社会上和读者心目中树立起新的形象。面对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们应当十分珍惜付出许多代价换来的宝贵

经验，以史为镜，开拓未来，创造更加优异的业绩。

．本书的编纂得到有关领导的热情关注和支持。政协原甘肃省

主席申效曾、新华书店总店经理邓耘、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

主任汤九夫、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白继忠分别为本书题词，省新华书

店经理李雅君审定书稿并为之作序。凡此，书店职工倍受鼓舞。

由于多种原因，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望指正。

(作者：张掖地区新华书店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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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系新华书店专业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突出新

．中国成立以来图书发行工作特点，如实记载张掖地、县新华书店系

统的发展历程，旨在存史资政。

二二重在当代为本志的编纂原则。以1950年3月1日新华书

店张掖支店建立为上限，下限截止于2001年底，图片略有下延。概

述部分追溯至事物发端。

三、本志包括张掖地区新华书店及所辖山丹、民乐、临泽、高

台、肃南等五县新华书店，既有分别记述，又有全区综合，力求全

面反映区内新华书店的历史和现状。

四、本书分编、章、节、目四个层次，以事命题，以时为序。

‘ 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照片。照片集中于前，图表随文编排。

五、资料来源以现存档案为主，辅之以口述和其他资料。因书

店管理体制变更频仍，各县书店所存档案资料有限，本志记述内容

各有侧重，详略不同。

六、列表和文中数据均以新华书店年报为准。受资料所限，列

表起止年份，地区书店自1951年至2001年一以贯之，各县书店

1978年至2001年必保，全区综合均自1978年始，2001年止。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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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阅读，文中数字均以万元、万册计。

七、记述范围，以张掖地区现辖六县市为准。在行政区划变更

时期，均不涉及现辖范围之外的内容及数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概述⋯⋯⋯⋯⋯⋯⋯⋯⋯⋯⋯⋯⋯⋯⋯⋯⋯⋯⋯⋯⋯⋯⋯⋯⋯⋯⋯(1)

第一编发展历程⋯⋯⋯⋯⋯⋯⋯⋯⋯⋯⋯⋯⋯⋯⋯⋯⋯⋯⋯⋯⋯(13)

第一章地区书店⋯⋯⋯⋯⋯⋯⋯⋯⋯⋯⋯⋯⋯⋯⋯⋯⋯⋯⋯⋯⋯(15)

第一节历史沿革⋯⋯⋯⋯⋯⋯⋯⋯⋯⋯⋯⋯⋯⋯⋯⋯⋯⋯⋯⋯(15)

第二节事业发展历程⋯⋯⋯⋯⋯⋯⋯⋯⋯⋯⋯⋯⋯⋯⋯⋯⋯⋯(19)

第三节在改革中前进⋯⋯⋯⋯⋯⋯⋯⋯⋯⋯⋯⋯⋯⋯⋯⋯⋯⋯(25)

第二章县店概况⋯⋯⋯⋯⋯⋯⋯：⋯⋯⋯⋯⋯⋯⋯⋯⋯⋯⋯⋯⋯”(41)

第一节山丹县新华书店⋯⋯⋯⋯⋯⋯⋯⋯⋯⋯⋯⋯⋯⋯⋯⋯⋯(41)

第二节民乐县新华书店⋯⋯⋯⋯⋯⋯⋯⋯⋯⋯⋯⋯⋯⋯⋯⋯⋯(52)

第三节高台县新华书店⋯⋯⋯⋯⋯⋯⋯⋯⋯⋯⋯⋯⋯⋯⋯⋯⋯(66)

第四节临泽县新华书店⋯⋯⋯⋯⋯⋯⋯⋯⋯⋯⋯⋯⋯⋯⋯⋯⋯(76)

第五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新华书店⋯⋯⋯⋯⋯⋯⋯⋯⋯⋯⋯⋯(91)

第三章全区综合⋯⋯⋯⋯⋯⋯⋯⋯⋯⋯⋯⋯⋯⋯⋯⋯⋯⋯⋯⋯⋯(99)

第一节经营规模⋯⋯⋯⋯⋯⋯⋯⋯⋯⋯⋯⋯⋯⋯⋯⋯⋯⋯⋯⋯(100)

第二节职工队伍⋯⋯⋯⋯⋯⋯⋯⋯⋯⋯⋯⋯⋯⋯⋯⋯⋯⋯⋯⋯(106)

第三节精神文明建设⋯⋯⋯⋯⋯OO O QOO⋯⋯⋯⋯⋯⋯⋯⋯⋯⋯⋯(126)

第四节地区店对县店的管理⋯⋯⋯⋯⋯⋯⋯⋯⋯⋯⋯⋯⋯⋯⋯(130)

第五节历史贡献⋯⋯⋯⋯⋯⋯⋯⋯⋯⋯⋯⋯⋯⋯⋯⋯⋯⋯⋯⋯(133)

第四章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141)

第一节管理体制演变⋯⋯⋯⋯⋯⋯⋯⋯⋯⋯⋯⋯⋯⋯⋯⋯⋯⋯(141)

第二节经营改革⋯⋯⋯⋯⋯⋯⋯⋯⋯⋯⋯⋯⋯⋯⋯⋯⋯⋯⋯⋯(142)

第三节多种经营⋯⋯⋯⋯⋯⋯⋯⋯⋯⋯⋯⋯⋯⋯⋯⋯⋯⋯⋯⋯(146)

第二编发行工作⋯⋯⋯⋯⋯m⋯⋯⋯⋯⋯⋯⋯⋯⋯⋯⋯⋯⋯⋯(151)
第五章网点建设⋯⋯⋯⋯⋯⋯⋯⋯⋯⋯⋯⋯⋯⋯⋯⋯⋯⋯⋯⋯⋯(153)

。

第一节概述⋯⋯⋯⋯⋯⋯⋯⋯⋯⋯⋯⋯⋯⋯⋯⋯⋯⋯⋯⋯⋯⋯(153)
·】。

2 9



张掖新华书店志

第二节农村网点⋯⋯⋯⋯⋯⋯⋯⋯⋯⋯⋯⋯⋯⋯⋯⋯⋯⋯⋯⋯(155)

第三节城市网点⋯⋯⋯⋯⋯⋯⋯⋯⋯⋯⋯⋯⋯⋯⋯⋯⋯⋯⋯⋯(158)

第六章城市发行⋯⋯⋯⋯⋯⋯⋯⋯⋯⋯⋯⋯⋯⋯⋯⋯⋯⋯⋯⋯⋯(179)

第一节门市销售⋯⋯⋯⋯⋯⋯⋯⋯⋯⋯⋯⋯⋯⋯⋯⋯⋯⋯⋯⋯(179)

第二节计划发行⋯⋯⋯⋯⋯⋯⋯⋯⋯⋯⋯⋯⋯⋯⋯⋯⋯⋯⋯⋯(181)

第七章农村发行⋯⋯⋯⋯⋯⋯⋯⋯⋯⋯⋯⋯⋯⋯⋯⋯⋯⋯⋯⋯⋯(185)

第一节供销社发行⋯⋯⋯⋯⋯⋯⋯⋯⋯⋯⋯⋯⋯⋯⋯⋯⋯⋯⋯(186)

第二节流动供应⋯⋯⋯⋯⋯⋯⋯⋯⋯⋯⋯⋯⋯⋯⋯⋯⋯⋯⋯⋯(191)

第三节下伸网点发行⋯⋯⋯⋯⋯⋯⋯⋯⋯⋯⋯⋯⋯⋯⋯⋯⋯⋯(195)

第四节社会力量发行⋯⋯⋯⋯⋯⋯⋯⋯⋯⋯⋯⋯⋯⋯⋯⋯⋯⋯(196)

第八章图书宣传和读者调查⋯⋯⋯O O O O BO 0 0 0 0 0 0 0 0 0 0 00 0 0 0 00 0 0 00 0 00 O QO·00⋯(197)

第一节图书商品宣传⋯⋯⋯⋯⋯⋯⋯⋯⋯⋯⋯⋯⋯⋯⋯⋯⋯⋯(197)

第二节读者调查⋯⋯⋯⋯⋯⋯⋯⋯⋯⋯⋯⋯⋯⋯⋯⋯⋯⋯O OO O QO(199)

第九章各类图书的发行⋯⋯⋯⋯⋯⋯⋯⋯⋯⋯⋯⋯⋯⋯⋯⋯⋯⋯(201)

第一节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201)

第二节文艺类图书⋯⋯⋯⋯⋯⋯⋯⋯⋯⋯⋯⋯⋯⋯⋯⋯⋯⋯⋯(210)

第三节文教类图书⋯⋯⋯⋯⋯⋯⋯⋯⋯⋯⋯⋯⋯⋯⋯⋯⋯⋯⋯(213)

第四节科技类图书⋯⋯⋯⋯⋯⋯⋯⋯⋯⋯⋯⋯⋯⋯⋯⋯⋯⋯⋯(217)

第五节教材⋯⋯⋯⋯⋯⋯⋯⋯⋯⋯⋯⋯⋯⋯⋯⋯⋯⋯⋯⋯⋯⋯(221)

第六节少儿读物⋯⋯⋯⋯⋯⋯⋯⋯⋯⋯⋯⋯⋯⋯⋯⋯⋯⋯⋯⋯(231)

第七节图片⋯⋯⋯⋯⋯⋯⋯⋯⋯⋯⋯⋯⋯⋯⋯⋯⋯⋯⋯⋯⋯⋯(234)

第八节音像读物⋯⋯⋯⋯⋯⋯⋯⋯⋯⋯⋯⋯⋯⋯⋯⋯⋯⋯⋯⋯(238)

第九节其它图书⋯⋯⋯⋯⋯⋯⋯⋯⋯⋯⋯⋯⋯⋯⋯⋯⋯⋯⋯⋯(240)

第三编企业经营管理⋯⋯⋯⋯⋯⋯⋯⋯⋯⋯⋯⋯⋯⋯⋯⋯⋯⋯(245)
第十章进销存⋯⋯⋯⋯⋯⋯⋯⋯⋯⋯⋯⋯⋯⋯⋯⋯⋯⋯⋯⋯⋯⋯(247)

第一节进货⋯⋯⋯⋯⋯⋯⋯⋯⋯⋯⋯⋯⋯⋯⋯⋯⋯⋯⋯⋯⋯⋯(247)

第二节销售⋯⋯⋯⋯⋯⋯⋯⋯⋯⋯⋯⋯⋯⋯⋯⋯⋯⋯⋯⋯⋯⋯(253)

第三节储存⋯⋯⋯⋯⋯⋯⋯⋯⋯⋯⋯⋯⋯⋯⋯⋯⋯⋯⋯⋯⋯⋯(262)

第十一章企业管理⋯⋯⋯⋯⋯⋯⋯⋯⋯⋯⋯⋯⋯⋯⋯⋯⋯⋯⋯⋯(267)

第一节进货管理⋯⋯⋯⋯⋯⋯⋯⋯⋯⋯⋯⋯⋯⋯⋯⋯⋯⋯⋯⋯(267)

第二节计划管理⋯⋯⋯⋯⋯⋯⋯⋯⋯⋯⋯⋯⋯⋯⋯⋯⋯⋯⋯⋯(268)
·2’



目 录

第三节商品管理⋯⋯⋯⋯⋯⋯⋯⋯⋯⋯⋯⋯⋯⋯⋯⋯⋯⋯⋯⋯(270)

第四节财务管理⋯⋯⋯⋯⋯⋯⋯⋯⋯⋯⋯⋯⋯⋯⋯⋯⋯⋯⋯⋯(274)

第五节工资与福利⋯⋯⋯⋯⋯⋯⋯⋯⋯⋯⋯⋯⋯⋯⋯⋯⋯⋯⋯(281)

第六节建章立制⋯⋯⋯⋯⋯⋯⋯⋯⋯⋯⋯⋯⋯⋯⋯⋯⋯⋯⋯⋯(286)

第七节计算机管理⋯⋯⋯⋯⋯⋯⋯⋯⋯⋯⋯⋯⋯⋯⋯⋯⋯⋯⋯(290)

大事辑要⋯⋯⋯⋯⋯⋯⋯⋯⋯⋯⋯⋯⋯⋯⋯⋯⋯⋯⋯⋯⋯⋯⋯⋯⋯(293)

p付录⋯⋯⋯⋯⋯⋯⋯⋯⋯⋯⋯⋯⋯⋯⋯⋯⋯⋯⋯⋯⋯⋯⋯⋯··⋯·(303)

跋⋯”⋯⋯⋯⋯⋯⋯⋯⋯⋯⋯⋯⋯⋯⋯⋯⋯⋯⋯⋯⋯⋯⋯⋯⋯⋯⋯·(362)

弓∥



概 述

张掖地区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东连武威、金昌，西接酒泉，南依

祁连山脉与青海省接壤，北屏合黎、龙首诸山与内蒙古自治区毗邻。自汉代

建郡以来，是历史上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和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也

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区内气候宜人，水草丰美，物阜粮丰，俗有

“塞上江南”和“金张掖”之美誉。

2001年，张掖地区辖山丹、民乐、高台、临泽、肃南和张掖市(县级

市)6县市。共6个区，26个镇，66个乡，906个村委会，5730个村民小组。

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332．3万亩，总人口125．77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102．75万人。区内有大学1所，中学118所，小学751所，

幼儿园567所。在校学生29万人；有科研机构6个，初级以上的科技人员

17226人。1991年，张掖市被国务院命名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

(一)
，

图书作为一种信息和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财富中最为珍贵

的财富。它有着传播知识、宣传思想、传递信息、积累文化的社会职能，对

人类社会的发展起过并仍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图书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史载，春秋时期孔子为教育学生，

将各种文字材料整理汇编成《六经》，刻写在削成的狭长竹片上，按顺序编连

起来作为课本供人阅读，这就是竹简。也有刻写在木板上的，叫做木牍。竹

简、木牍通称简牍。到了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蜂起，宣扬各派观点的著作不

断出现，许多人把文字书写在丝绸织物上，称之为缣帛。故尔《墨子》有

“书之竹帛，使遗后世子孙”之说。在很长时期内，缣帛同竹简、木牍是我国

书籍的主要形态。东汉以后，纸和印刷术的发明，纸张加活字印刷取代了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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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木和丝帛上的刀刻、手抄，为图书生产的社会化创造了条件。今天，图书

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特别是声、光、电、磁等手段的利用，使图书的生

产和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图书已成为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不

可或缺的精神产品。

图书只有通过流通(发行)，才能发挥其社会功能。我国的图书发行活动，

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西汉末年的“槐市’’，是最早的图书贸易形式。“相予

买卖"的图书多为“经传书记"。东汉初期，出现民间书贩摆设的书摊和书肆，

既卖儒家经典，也卖诸子百家的书籍，以盈利为目的，经营灵活，已具规模。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贸易又有发展。自备书写工具和材料，抄书出售的

“佣书人”相当普遍，且出现有较多资金、从事巨帙书籍买卖的大书商，书店

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唐代，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经济的繁荣，

学术的活跃，文化的昌盛，使图书的出版发行得以较快的发展。官方出版业

兴起，买卖图书的“书坊’’、“书铺”应运而生，图书在更为广泛的地域间交

流和发行。及至明清两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图书发行事业。其时，出

版和发行开始有了分工，在经济繁荣的城市出现专门的书店街，北京的书店

街呈现“秦碑汉帖为云屯，书籍笺索家家新"的兴旺局面，图书贸易之发达

可见一斑。

中华民国时期，外国人创办的书店，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开办的书局、书

馆，国民政府创办的书局，以及“五四"运动后涌现出的进步人士和中国共

产党所创办的进步书店等，在不同地区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二)

张掖地区作为历史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图书的流通和发行历

史久远。汉武帝时期，中原的书籍典册传入张掖。魏晋时，中原离乱，一批

文人学士来河西避难，传入的史籍随之增加。史载：前凉时隐于临松薤谷的

学者郭踽，收门徒千余人苦读经史，图书用量剧增。菹渠蒙逊令学者阚驷与

文吏30余人，“校典经籍，刊定诸子书三千余册”。又命世子兴国遣使，请求

南朝赐《易经》及诸子书，是为张掖有图书刊定、交换的最早记载。隋朝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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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武将子弟，习读文学"蔚然成风。至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将《五经正

义》定为学校科举考试的标准注本，图书发行空前繁荣。明代大规模向河西

移民，使汉文图书的传播再兴。清代，张掖社会安定，经济日趋繁荣，出现

专门经销图书的店堂，销售由北京、西安印制的《四书》、《五经》、《古文观

止》、《幼学琼林》等书籍和自行木刻印制的《三字经》、《百家姓》、《干字

文》、《朱柏庐治家格言》、《四言杂字》、《七言杂字》等。民国时期，张掖区

内经销图书的商家逐渐增多，仅张掖市内就有“新华书局”、“四升书局"、

“豫三书局"、“西北书局’’、“三舍书局"、“忠庆书局”、“文化书局’’及“三元

堂”、“中和堂"、“益友书报社’’、“青年合作社”等十多家，另有山丹县的

“西北文化服务社”和高台县的“启文石印局"等。经销的书籍主要是儒家经

典和剑侠、传奇、神话之类的古旧小说，发行当时中小学适用的课本和文化

用具。个别书店(局)也销售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人的文艺作品

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各县还有一些小摊贩从外地购进书籍、年画、文

具，利用庙会、集市，或走乡串村，或出入学校推销书籍。

(三)

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清凉山创建的新华书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革命战争年代，新华书店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出

版、印刷、发行功能，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己任，鼓舞人民，宣

传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贡献了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新华书店作为我国图书发行事

业的主渠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为繁荣和发展我国

的出版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掖地区地、县新华书店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1949年9月，张掖解

放。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于是年12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筹建当地分店。

中共张掖地委宣传部抽调专人筹划此事。翌年3月1日，新华书店张掖支店

(以下简称张掖书店)正式成立。除供应张掖县的图书之外，还负责山丹、民

乐、临泽、高台4县的发行工作及书店筹建事宜。1956年6月，山丹县新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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