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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j解放前。。?糖烟酒；fl业z

是一行多业，有着悠久的历兜．，但缺乏系统汜载其兴衰发展的资料p．．

为了全面系统的提供郑州市糖烟酒行业发展的史料，编写这鄢糖烟酒囊

行业志，借以承前启后，鉴往开来i．√、_?。一：．÷∥i，‘‰⋯j毫 i．j：?：

根据市政府“地方志”会议要求，在市二商+局领导：：．Fi．矛工983{

年，公司党委抽调专人，陆续进行资料的搜集工作。除查阅本公司档

案材料外，并查阅了省图书馆、市图书馆，市档案局、郑州日报(1949年

7月一1962年版)、郑县《县志》，7以及工商局、一、二商业局等有

关档案材料，还走访了本行业知情老年长者80余人，进行口碑材料的

搜集。，翻阅书籍100余册，档案699余卷，各种表格1500余张，前后共

搜集资料120余万字，在此基础上，于1986年正式组成编志办公室，

着手制定篇目，分章撰编。

本志书定名：《郑州市糖烟酒行业志》．分五大篇：一，概述I

二、机构与商业网点；三、商品经营与食品生产，四、经营管理，

五、党团工会及其它。全书共26章83节，计3l万余字．

本志书以文字叙述为主体，图表及与章节有关的重要资料，分别

附在各章：市之中。在章节之中排列了一些细目，以便于对志书内容的

查阅。 ．．

本志书以商品经营，食品生产，经营管理为主要撰写篇目．分门

别类的记述本公司开创发展，以及历史沿革情况。力求体现在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中，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变化，可作为一部较为系统的长

篇资料汇编。



本志书按照_详今略古劈的原则，着重撰写建国以后糖烟酒行业

的发展变化．上限1910年(清末民国初)，下限1986年，部分断至

1987：1988年． 、}7

’
． 孳

本志书的编写，由于公司党委及行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有关科

室及同志们的邦助，得以编纂成册．，但由于我们编辑水平不高，又是

一个新的工作，加之建国后商业机构几经并撤，使档案散失，资料贫

缺，定在编写的内容，观点，方法，以及材料的取舍，文字的修饰等

方面，难免存在缺点，错误，或有失实之处．为了尽量减少讹错和遗

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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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糖业烟酒公司行业志编辑室

198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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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处天中，介于陇海、京广铁路之枢．地理位置优越，交

通四通八达，历史上便是货物集散、商贾乐聚的物流贸易中心。1922

年郑州辟为商埠，商业更加繁荣。 。．

’。

j

。’、

+’明、。清时期，郑州就有兴盛的酱菜糕点业。据《郑县县志》记

载，民国四年，酱菜糕点从杂货业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行业公会，

l 多是工商兼营，后坊生产前店卖(即前店后坊)，并兼营杂货、土副

产品，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行业． ： 一

郑州的酱菜糕点业，发展到三十年代，增加到二十余家j形成繁

华似锦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不少大店、名店和名产品。当时的鸿兴源、．
’

五美长，老宝泰、有恒．：玉泰生素称酱菜糕点业五大家。鸿兴源的月

。饼、五美长的酱菜、有恒的醋、玉泰生的山楂糕，、举为名优产品饮誉

市场． ．

，’
’H

． 酱菜糕点业，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商业萧条和国民党统制时期

的捐税苛重，通货膨胀，市场凋零，以及歇业、倒闭的衰败困境。

郑州解放后，民族工商业获得新生．由于政府的扶植，1953年酱

1 ． 菜糕点业发展为46户，逐步纳入了利用、限制、改造的范围： i

1951年_，郑州市合作总社，组建r郑州市第一家公营性质的生产

!： 酱菜糕点作坊一一郑州市合作社联合社食品部。到1954年，产品产值

达至1J617，647元，年产糕点123万市斤．1在国营专业公司尚未建立时，

食品部担负着酱菜糕点的市场供应任务，对引导私营商业起了主导作
。

用． ，．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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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为适应

对私改造，以食品部为基础，建立了“郑州市糕点调味公司”。归口

。公私合营企业共12户，158人，归口改造的小商小贩887人，组成合作

店(组)。至年末，公司全员发展到1183人，年产糕点261万市斤，年

总销售额855．7万元．。。． 一、
⋯“

-‘ ’，。。，，

。

- 此后，公司经营范围不断扩大，，19 57年j郑州百货公司将食糖、7

罐头、水果糖调拨批发业务，及河南省供销社经理部的千鲜果业务，

．移交本公司经营i 1958年3月，。实行企行合一j-郑州市糕点公司、专

卖公司同时撤销，，糖烟酒的经营业务，统合并在糖业烟酒批发部。

1958年12月重恢复公司建制，为糖业烟酒果品公司。1961年正式定

名： “中国糖业烟酒公司河南省郑州市公司”(即郑州市糖业烟酒公

司)．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j公司的购销业务j，食品工业生产，零售

商业，。逐年扩大，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二个批发、零售、生产三位

、 ·体的国营专业公司。到1965年，公司的商品纯销售额达到2198万

元，全员1808人(含集体613人)，年实现利润93万元。。，：：、“．．：‘

由于城市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糖、烟、酒销售量逐年

大幅度增长。食糖在六，1七十年代销售不足万吨，，1986年达到两万多

吨，卷烟由六十年代年销两万箱，七十年代年销增为四万箱；酒198R

7年纯销量5231吨j比六、七十年代年销量上升l_2倍。随着购销业

’务的扩大，公司的经营机构，管理科室、人员等，也不断发展壮大。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大型的国营专业公司，管理着一吟

批发经营机构，12个食品加工厂，’．38个国营零售商店。担负着郑州市

糕点、：糖、“烟、，酒市场供应任务。1986年商品销售总额10721．7万元，

工业总产值1681万元。：年实现利润300万元，公司全员2734人：”_-1

1956年，公司建立后，糕点生产供应是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基

·2·



本保持着前店后坊的生产形式。1958年。“大跃进”年代，实行小厂并 1

大厂，改变了糕点生产的特点。。，1963年恢复前店后坊。’此后又几经并 l

合，由前店后坊发展为前店后厂_．(车间)≯、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并创 !

出部分部级、．省级名优产品01984年又将以店带厂的车间独立建

．_ 厂，经过设备更新改造，．生产方式逐步由手工操作改进为机器生产，：

、使生产能力扩大，生产技术提高，并改变了单一生产糕点为多品种生‘．

产结构，发展了糖果、饮料及小食品生产。在国家对商办食品工业实

行优惠政策下，进一步得到发展。公司12个食品厂的年产值由1979年 ，．

1050万元，到1986年增为2049万元，产量由1979年1400万市斤，到，。

1 986年增为1631万市斤。． “-： ，。：

国营糖烟酒商店，是公司主管的基层商业，’随着公司的发展而发
’

展·1956年公司建立时只有5个营业部，营业人员56人，到1986年，

发展为38个门市部，营业人员969人。其中：碧沙岗、味美思、刘胡兰、
’

花园春：西苑发展为大型的糖烟酒副食品商店、商场及自选商场。并 、

出现r一批荣获省、市、区政府命名。文明单位"和“物价汁量信得过

． ．单位”。1988年的零售额达至I]5218万元，实现利润185万元。

在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引导下，公司的购销业务和食品工业生

‘产，呈现着兴旺景象，继续向新的高度发展。为适应开放后的批发如

务，于1986年先后与贵州安顺酒厂、安徽古井贡酒厂，四川全兴酒

厂，以及本省宋河、张弓、民权等酒厂建立了联营经销，扩大了横向

， 联营，发展r购销业务，增加r效益。1988年总销售额13800万元，实

现利润567．8万元。
。

^、

、为改进食品生产结构，适应市场需求，从意大利引进的花脸雪糕．

生产线1988年已投产。从英国引进的多功能饼干生产线；从西德引进

的蜂蜜花粉、。威化饼干生产线，都正陆续投建，投产后，将会对公司
．

．

j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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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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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一————__了厂—j_—_
． 。

f l?皇萎言蓑生19产52年面芝萎主三孛霎化198·7：-年、!』≤二T：二二毒的二：二二。‘据I 1
f 。 公司从 ，(食品部)到 ：．‘走过 35年的经营里程。据

一

l ’统计：商品销售总额共计252020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0823．4万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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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公司前身一_郑州市合作总社食品部。解放初期，郑州市疮痍满 ：．

，目、百业待兴，在全面恢复振兴国民经济的同时j党和政府十分重视．

”社会主义商业的发展。，由劳动群众联合组成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 ．：。、

， _一合作社迅速发展。1951年9月，。由郑州市合作总社筹集资金6000．

万元(注)‘，在正义后街建立了第一家社会主义性质的糕点、‘：酱菜作

F，}，坊一一郑州市合作社联合社食品部。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f，食品部的
。生产规模得到迅速扩大，．到1954年由正义后街迁址正兴街，分设糕点：一|

一。．：酿造(仍在正义后街)：包装3个车问，·7个营业部，。·全员发展到

r，197人，资产达到96089万元，糕点总产量为、l：231：483斤：：食品部

一-以产品优质价廉饮誉市场。当时对维护消费者利益，繁荣市场：·引导
-『

o． 私营商业等方面都起着主导作用，为糕点公司的建立和全行业公私合

。： ：营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物质基础。． 。，

。． 。’： 4，‘‘I，
、

，_ 。! ㈠．1956年1月24日j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对私营糕点酱菜t：’，
；

‘’j业的社会主义改造J『经报请河南省商业厅批准，在原食品部的基础， ，

’j： 上，建立了．“郑州市糕点调味公司”。公司总编制为196人j?设立6 ，’

一．，．√ 1个科室(秘书、’生产、、人事，j业务：’计划、‘财务共43入)j两个车间i
’，‘ (糕点、酱酉奄菜，I工A共94Jk)，、，。5个营业部(德化街、’钱塘路、铭

『；。、。，功路、西大街、事；七路，营业人员共56人)。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

．，，’：√ 注；1954年发行新人民币，二．元蔓挟老人民币一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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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12个公私合营单位纳入公司所属，7后调整为11个(具体商号见． ，

’一第三章第一节)。并有归1：1管理的合作商店、合作组887人。 一

．1956年10月10日：食品公司经营的糕点、糖果，乳品、小食品批发 一：

。业务以及德化街零售部全部商品、人员、+固定资产移交给糕点调味公 ，’

．” 司经营。至此，公司人员达N1183人，其中国营296人。年产糕点261．3。 ．

，。万斤，年产值196万元。年总销售额855．77j元。 ：，‘ ．√· ‘，、

，

1|，’．

一

。
’ ’。

+． ， ‘_

1．』|． 第二节’公司的发展与变迁， ，。 o 0 ，，

·．

，： ： ：+ ■√ ，’：
? 。1956年11月20日，根据河南省商业厅商业机构编制，郑州市糕点调：

’”

。 味公司更名为“郑州市食品杂货公司”：‘隶属关系由商业局改属服务 ，。。

局。编制设5科(秘书、人保、计划财务、‘业务、生产)共46人，连， 7一

同经理、‘。党(总支)团专职人员共编制为52人。 ，，
‘_‘ ，j。，

+，1956年12月24日，根据河南省商业厅、’服务厅业务划分移交范。 I，i

，围，‘河南省供销社千鲜果品采购供应站经理部经营的干鲜果品业务，1 j．，’-

下放给郑州市食品杂货公司经营，市百货公司的食糖、，罐头、水果糖

m 调拨批发业务亦划为食品杂货公司经营，。原属食品杂货公司经营的酱，～．

酉琶菜、+酱油、醋的生产批发业务、连同人员，资产同时移交给市蔬菜 ．，

。

公司管理经营。 ．
。

．．：． ． 。：；
’1 1：。

·，，，1957年，中国糖业糕点公司成立，同年7月，郑州市食品杂货公：- 、』

。；：，司改称为“郑州市糖业糕点公司”，成为经营食糖、，糕点、干鲜果、、j’、‘’

』． 糖果。：罐头、．饼干等专业公司。公司全员发展至I]1695人，．其中：国 o．

，．营、合营584人，集体i011人，年纯销售额1187万元。 i+．。

√一|

、，，一，。

：。 、o y 1958年3月，根据省委改革商业体制的决定，为减少商业机构层+
“‘

?’ 次重迭，领导部门多，以适应大跃进的形势，‘郑州市委将服务局、供销
‘卜

t

‘。社合并成立“郑州市第二商业局，，_，实行企业(专业公司)行政管理．、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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