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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力挽狂澜，春风化雨，人

心振奋，各条战线都在为祖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开拓前进。

政治、思想路线的端正，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出现了政治上的安定

团结，经济上的繁荣活跃。物阜民康、万新气象，是历史上所罕见

的。盛世修志，自古已然。全国陆续开展地方志的编篡，我市于一

九八五年成立市志办，号召基层抓紧编辑工作。同年六月局志办拟

订《长沙市物资局志》目录，九月对基层志作了具体布置，从而全

丽迅速展开。

我司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开始研究，提出了资料整理类目，由经

营管理科具体负责。开始收集整理公司成立以来的历史资料，着手

编印《经营管理资料汇编》f于一九八六年六月完成，计六十四万

字)。一九八六年三月成立《化轻材料志》编篡领导小组，由关自

宣、谢桂南、邓万贵、曾海华、曾岳俊、黄谷山、黄杏元、何德泉、

曹栋仪、葛唯、曹允杰、刘阜南、余宗凡、虢天爵组成，关自宣任组

长。并设置编辑室，关自宣任主编、黄谷山任副主编兼主笔、张玉

书、周国云任编辑。收集整理资料，近两百万字。查阅了公司全

部文书档案，汇编了财务、业务、计统、储运、人事等方面的历史

资料，走访了公司离、退休人员及有关单位。‘一九八七年四月开始

编写．六月底完成初稿，九月份经局志办审定后付印。

全书共分十八章，十个专题材料，采取章节横排，按节直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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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解放后轻化工材料流通市场状况，物资体制变革、供应政策执行

情况及公司发展经过。为使一些较重大改革过程及所取得的经验教

训有一个系统概念，故编写了专题材料，作为史料的补充。编写中

陆续将稿件复印，分送各部门及离、退人员征求意见。特别得到市

志办与局志办的指导和支持，使工作进展较为顺利。

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资料多有失散，使收集整理工

作遇到很大困难，经过多方查找，甚至从帐表凭证中重新汇集素材，

才得以较为系统完整。为避免章节重复，往往经过多次重写方能定

稿。编辑人员的勤奋刻苦，三个月编写完二十余万字的志书，付出了

辛勤劳动。关自宣同志因病住院，仍十分关心编辑工作，带病修改

稿件。

第一章至第九章、第十六章，专题材料之三至之十及全部15{、}录

资料，由黄谷LIj执笔编写，第十一章由周国云执笔，第十六章由曹允

杰执笔，第十、十二、十三、十五、十七、十八章，及专题材料之一、

之二由张玉书执笔。完稿后由公司党总支书记谢桂南亲自审阅。并

邀清了公司历届领导及老职工与离、退休人员，分别进行座谈，再

次征求意见。付印前又根据局志办和各方面的意见，由关自宣、黄

谷山负责全面修改校订。

在编篡过程中，承公司各部门和离、退休职工，已离任的历届

领导同志，积极收集、回忆、提供了较重要的史料，特此表示感

激。但时间短促，加上我们编辑人员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

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待将来续志时再作补正，

《化轻志》编辑室一九八七年九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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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解放前我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处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

国家，经济十分凋敝，民族工商业濒于破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赶

走侵略势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解放初期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

号召，到1952年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阶段。工农业总产值比

1949年增长77．5％，其中现代工业增长l 78．6％。长沙市工农业总产

值达到4．21亿元，比1949年增长84．6％。·民族工商业得到振兴，为

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物质基础。

在以国营为主体，五种经济并存的情况下，通过发展国民经济

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发展主体，改造两翼”的方针。取得了

巨大成就，顺利地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到1957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长沙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7．7l亿元，比1952年增长83．I％，比1949年增·it2．38倍，把一个消

费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社会生产率得到迅速发展，到1985年全市

工农业总产值已上Y睦,J60．29亿元，比1949年增长25倍，其中轻工

业产值已占23．884L元，比i949年增长49倍。大部分产品都是从无

到有，而且有了基础化学工业和有机合成化学工业，新兴工业都

是解放后新建立起来的。截至19854F末，全市轻工生产企业由解放

前的1．59家增加到1，357家，纺织：亡业由56家发展到64家，化学工业

山．t‘个小厂扩充到loo家。绝大多数是山落后的小手：I：生产转变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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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现代化机械生产，门类齐全，规模已具。给一个破烂不堪的文

化古城，披上新装。人口近百万，步入全国大中城市行列。

解放前长沙市轻化工原材料流通市场，在官僚买办势力的操纵

下，横遭巧取豪夺，残酷压榨。以致财匮力尽，民不聊生，民族商

业已奄奄一息。解放后通过对私改造，扶植民族工商业，才改变了资

本主义盲目自由竞争状态，结束了衰落竭蹶，凄凉萧条的景象。由

国营经济领导整个市场，工业生产突飞猛进，商品流通日渐扩

大。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生产资料供应贯彻了“集

中统一，分级负责”的方针。1960年成立“长沙市轻化材料公司”，

担负起统配、部管、省管化工、轻工产品的调拨与供应。在第二至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起了供应主渠道作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

健康发展。尽管’r年动乱中遭受严重破坏，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

物资流通量的增长，仍然是我市历史上所仅有的。

在党的领导下“长沙市轻化材料公司”自身的成长与完善也是

较快的，从1961年至1985年的情况看(实际经营时间为22年)：

年销售额由1，963万元，增长到4，960万元，平均年递增率4．3％：进

货额由1，395万元，上升到5，368万元，平均年递增率6．3％；盈余

额由12．6万元，达到14．6．3万元，平均年递增率i 1．75％；定额流

动资金周转期由85．2天，加快到71．1天：费用水平由8．52％下降到

5．56％，平均年递减率1．9％，戏绩十分显著。

业务经营方面：除搞好计划分配物资的调拨供应外，大力组织

计外资源，缓和了供需矛盾；开展上门服务活动，及时解决生产困

难；对液体烧碱供应，采取按用量定期包送到厂的办法，以缩小社会

库存量，充分发挥了物资效用：为生产企业推销产品，配合厂矿单位

抓好化工产品的节约和综合利用；成立“化轻产品贸易中心”，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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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市场调节作用；都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公司规模已在不断壮大，到1985年底拥有流动资金l，278万元

(其中自有流动资金占414万元)，固定资产原值387万元。下设三。

八摩、六。一库、碱库、三角塘库等四个仓库，占地面积144，8 5 1

平方米。建筑面积58，073平方米，其中库房占20，415平方米，各种

储罐19个，容积为4．317立方米，可储液体产品5，848吨，除盐酸外

液体产品储存已基本实现储罐化和装卸机械化。轮胎、橡胶制品傲

到存放架子化，自备载货汽车十辆(内专用槽车四部)。目前在全省

物资系统仓储设备条件上居于首位，在rill_{i地区也是屈指可数的。

多年来由于一直重视经营管理的改进，健全了财会管理和经济

核算。加强了财产的使用维护和商品、包装、物料的储运保养，以及

物价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卓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体职工在

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政治思想觉悟有新的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四个

现代化的积极性有了更大的发挥。先后被评为全省、全国物资系统

物价管理先进单位，全省财务、物价工作先进单位，全省物资系统

“红旗”仓库，市物资局系统业务工作先进单位。

以全民带集体的形式，成立“堆码维修队”，独立核算，自负盈

亏。于1978年底招收了社会劳动力52人，现已增加到69人。为了保

证长沙市区和京广铁路的安全，予1984年将火工产品转移给宁乡县

物资局经营后，五O一库改由集体建立“包装维修厂”。1982年起

先后设立待业知青经营点三个，安置3 1人。

到1985年末在册全民职工188人(不包括离、退休人员)，集

体职T69人(不包括待业知青)，共计257人：其中党员39人，团员

45人；干部68人，工人120人；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7入，中专17人，

高中36人。初中34人：正在电大培训的1 1人，在物校学习的6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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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职称的5入；建立了一支物资专业队伍．
回顾二_}五年来，各项工作都得到了持续进展，特趴是通过19

83年企业全面整顿．1984年9月验收合格，企业经营管理大为改观，

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推行了经理负责制，落实了经济责任制，

企业获得了自主经营权。这对搞活物资流通，更好地为生产和人民

生活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利用全民企业的优势，抓好两个文明

建设’『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将成为我市化工、轻工生产资料

供应的大本营，为“四化”建设作亡B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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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组织机构沿革

自长沙市轻化材料公司组建以来，随着物资供应体制和供应政

策的变化，组织机构有过几次变更。为适应各个时期经济发展需要．

内部分工也作了多次调整，现将变化情况分述如下．

。长沙市轻化材料公司”经中共长沙市委和市人委批准，于19

60年I 2月1日创立。由长沙市轻工业局、化工业局、手工业局三个

供销经理部合并组成，属市物资管理局与市轻化工业局共同领导。

公司设予校正街，经营轻化工行业生产企业所需各种原材料．设置

化工、轻工、计财、人秘、储运等五个课室。有校正街、伍黑路陡

岭，浏正街、潮宗街等四个仓库，由储运课管理，库容面积约3500

平方米。

由于原手工业局供销经理部属集体所有静j，于1961年底将资

金、财产、商品、人员划还市手工业局。公司迁至五一路，改设业

务、计财、储运、人秘等四个课室，有职工三十八人．

1902年2月公司迁至解放路，与市轻化工业局供销科合署办公，

调整为业务一、业务二、计统、财务、人秘、储运等六个课室，增设中

山路门市部．有伍黑路陡岭、三角塘、浏正街等三个仓库，面积很

小，收购物资大部分寄存于生产厂． ＼

“中国化工轻工公司潮商省长沙支公司”物资供应体制实行

按经济区划组织供货，1964年8月改为长沙支公司，属长沙市劫资管

理局与省化轻公司双重领导，专业经营统配、部管、省管化工．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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