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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有聿作为本志成书前负有审稿责任的第二个读者jIi’一最先了解

它所著纂的内。容。尽管我是利用有限的下班时间断续地读完，但它给

我留下的印象是完整而可信的一一一特别富于资料性。它不是毫无生

气的材料罗列，而是局系统历史真相生动的再现。它的陈述是以史实

为根据的，而史实贝lJ是由大量的史料确立的；它属于历史的本体，

摒弃了世俗的好恶，保持了客观的属性。

它的构架宏大，．内容繁多而条理清晰。老同志读它，或许会引

起深沉的反思；年轻人读它，可以对无法直接加以观察的既往，得

到确切的印证。它展现的是社会主义国营商业经艰难曲折的道路走

上日益繁荣昌盛的图景，它不为任何外在观念服务，。它的垂训价值

就存在于对曾经有过的功过是非、得失成败与兴衰起伏及其产生原

由的重新认知之中；认真借鉴，取之所长，弃其所短，’可以使短的

方面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我们认识局系统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处的现实。

现实是历史造成的，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现实情况的说明。这种认

识必然要影响到我们的现实活动，激发我们继往开来，励精图治。

我们尽可以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断过去、教导现在，去启发我

们的心智，提高我们的理知，更新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一以贯之



是说明，从知识的多层面看，他们的水平毕竟有限，由于某些原因

和资料缺乏，个别章节写得不好。望读者对志中难免不有的缺点错

误予以批评、指正；兼收并蓄，择善而从。

在本志的完成过程中，县志办对我们的编修人员进行了认真指

导，各公司、厂给予了大力支持，不少的同志提供了口碑和文字材

料，、县级领导也曾关心和鼓励过，特别是何锦凡老师曾两次帮助我

们修订了文稿，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

敬 克 继



序

。我们六人，四人是退居二线的原任公司经理，一人是公司股长，

一人是普通职工，都已年过半百。三年前，被局领导认为，是阅历

很深的老商业工作者，抽来组成《盐亭县商业局志》编纂领导小组

下设的办公室，从事修志的具体工作·在较长的、新的工作路上，

由于对这门专学孜孜以求，不遗余力，加上领导的重视、关怀，县

志办的指导和有关单位的支持，使我们坚持了几个酷冬炎夏，苦熬

了不少夜静更深，在才疏学浅，执笔困难的情况下，终于走完这段

艰辛的里程。愧赧之余，仍感欣慰·

在此，除了要为本志的简陋向读者致歉外，还有几点说明·

一、本志上限于民国后期，下断至1 98 5年底，共为6章2 1节，

约3 O万字·

二、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建国前的商业我们只用了全书十

分之一的篇幅述其概貌，使之启下，同时，也肯定了它在一定历史

条件下的积极作用·

循迹反顾建国后的3 5年，贝寸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将各时期各

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资料，在行文中服从章节需要，尽善尽详地加以

编排，使著纂结合，熔为一体，显其自然；内容兼收并蓄，．金属本

系统真实历史的记录·

三、通过大量的实事和数字资料，展现了社会主义商业日益昌

盛繁荣的图景和它无可比拟的生机·对在左倾错误指导下造成商业

的一时中落，作为今后的鉴戒，进行了纪实·对“文化大革命”中“四

3



用， 自始至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以马歹哇主义、毛泽东思

想作为红线，去串起一颗颗历史的珍珠。

五、结构安排，有横有纵， 以横为主。纵向记述随时代前进患

患相关的大政大事，横向反映行业各自发展的f面貌，重点突出商业

的职能与特点。

六、表达方式，采用记述、说明， 图表并用。力求文风端正，

准确达意，秉“春秋”之笔，弃矫饰之词；客观的历史客观地记述，

维护历史的尊严。

以上几点即使全都作到，也必须受制于志的体例，不得恣意纵

情地展开，在“资政、教化"方面的作用，仍不敢作过高的估价，

只是“存史"十分有用。如果让入从中能有一得，对我们亦是莫大

的安慰。

望热心的读者对编修人员因水平所限产生的不当之处， 予以批

评，赐以教益。

《盐亭县商业局志》编纂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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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国前的地方面貌》，系根据知情者提供的口碑

材料和政协编发的历史资料串写而成。

其内部建置比之更详。

，

五、第三章末第四章前附载的吖购销调存”数字资料，主要来

源于市商业局通过整理后汇编的统计资料；与供销社两次合并期间

供销社的数字不包括在内

5

O



概 述

盐亭属山区农业县，过去是川北地区出名的穷县之一，因盛产

红苕而有“苕县”之称，农民缺衣少吃，生活十分穷苦。县城商业

亦因经济贫困购买力衰微和长期交通不便而萧条。虽然从商者多达

5 0 0多家，但绝大多数是小本求利以谋生为目的的小商贩，只有

“炳发祥”、 “利大川”等1 0多家官商大贾经营的批零商号，欺行

霸市，获利甚厚，为盛一时。

1 9 4 9年l 2月，盐亭解放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3 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产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走上脱贫致富、衣食有余的道路。国营

商业也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初始成立的粮

食、土产、专卖(后改名为副食品公司)、百货、花纱布、食品等专

业公司，受上级公司和政府工商科双重领导，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

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保证有计划的、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开展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做出了不可低估

的历史贡献。 l 9 6 7年5月，改由新成立的商业局领导后，又相

继诞生了国营蔬菜饮食服务公司、煤建公司和医药公司；有关公司

接管了糖果厂、酿造厂、县区酒厂，兴办了肉食蛋品加工厂、煤

砖厂。这些公司、厂、都经历了大跃进时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煅炼和考验，在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

坏、商品供应十分短缺的情况下，表现了千方百计为人民服务的竭

1



成。粉碎“四人帮”以后，出于形势需要和专业划细，又从原有公

司业务中，分立了石油公司、五金公司、蔬菜水产公司、烟草公司

划出了医药公司，新成立了商业综合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由

食品公司修建了肉联厂，由副食品公司修建了机械化酒厂。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全党工作重点向“四

个现代化”的建设上转移，吹响了向新长征进军的号角，国家出现

了安定团结、励精图治，坚持改革开放使经济得到振兴的空前盛况。

改革由农村率先“引爆”，突破传统模式，打破“大锅饭’’，全面

推行生产责任制，引起农副业产品大幅度地增长和农民货币收入的

激增，推动了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方向转变。使国

家长期焦虑的农业生产有了蓬勃的发展，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

强大的活力。农村改革的大潮撞击着国民经济各部门，促进了市场的

活跃，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从1980年起，逐

步改变了商业原有的封闭式流通体制，出现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

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减少了过去僵化模式中的多层次和多环

节，形成了“三多一少"的市场格局，打破了城乡、地区、行业间画

地为牢的局面。1 983年，各企业运用农村改革的经验，从自身的实

际出发，也开始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使责、权、利相结合，

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企业经济效益相联系。

从而克服了长期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

的弊端，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1 987

年，各企业开展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全面整顿，按照干部革

命化、年轻化、知识化、l专业化的要求，启用了一批有现代化经济、

技术知识，有革新创造精神，能够开创新局面的中青年担任企业领

2



导。同时加强了职工队伍的精神文明建设，在职工中进行提高政治

业务文化素质教育，开展“五讲四美”、 “三热爱”和“三优一学”

活动。通过改革、整顿和自身建设，各企业都提高了管理水平和应

变能力，出现了不少人才，促进了购销业务的扩大和经济效益的增

长。1985年，全系统购进完成2736万元，销售完成3526万元，利润

实现128万元，分别比“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增长1．79倍、2．39

倍、1．01倍；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 977年增长255．8％、53．9％、

375％、，表明改革进行中高速增长的特征。

l 985年底统计，全系统有于部职22 1 61 3人。有批发机构28个，

合计60,00m 2的‘工业品仓库12幢．有可容750吨的冷藏库一座。有储

154。1嗽的石油库三座、储油罐57个。有合计21050Ill 2的煤场Io处。

有运输车辆43部，有遍及城乡的零售门市36,．1个。有大型餐厅4个、

小食冷饮门市15个、大型旅馆5个、+照相理发门市4个。有经营站22

个，下伸到乡的经营组7 3个．．固定资产原值总额为584万元。

各企业都解决了职工的住房，提高了职工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

包干了职工子女的就业安排。现有职工人数比商业局成立时的职工

人数增加了23倍。这支业务熟练、意气风发、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

务的宏大队伍，正在推动改革卓有成效地进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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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国前的地方面貌

‘

第一节地理生产民情

．盐亭位于四JlI盆地中部偏北，东北与西充、南部、梓潼为邻，

西南与射洪、三台接壤。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置县。民

国三十八年全县辖四区二十三乡一镇。、幅员1 630平方公里，约244．5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83．04万亩，占33．96％，人平约2亩。人口近

3 7万，农业人口占99．14％，有汉、回、苗等民族，以汉族为主。

全县地势北高南低，山丘广布。北部低山属剑门主脉，走势磅

礴，向东延伸；中部至西南深中丘陵，系其向川中浅丘过渡的支脉

群山组成，逶迤多姿。一般海拔335～789米，相对高度50一500米。

唐巴公路由西向东横穿而过，将区域分割成南北两面，呈三种地形地

貌；公路以北为长岗低山中窄谷地形，占幅员的42．5 4；公路以南

为中高丘中宽谷地形，占52．5％；余为浅丘平坝河谷地形，占5％。

境内有梓江干流纵贯县西，纳弥湍榉三水与雍江并流向南注入

涪江。四小水因河床浅窄，水量有限，均无航运之利，只能在梓江

干流中行牵拖小木船。梓江在县境内流长1 41公里，是通往射洪县唯

一的水路运输要道。 ’

由于地理坐标在东经105度与北纬3l度，故盐亭属亚热带湿润季

风气侯区。其气侯特点为，终年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夏季多旱。

广大农民虽以种植业为主，但在民国时期，政府只知收到民财，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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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之事很少过问，因而水利失修，十年九旱，土地薄瘠，粮产亏欠。

时有农谚形容地之薄瘠云：天晴一把刀，下雨稀糟糟，栽红苕不倒

苗，|种包谷没柴烧。致使占90％以上的农民生活十分贫苦。多数农

民租种地主豪绅的山地，因土质低劣，种子不良，肥力不足，单产

不高，收成极其有限，除去租税捐利，便所剩无几。据民国二十四

年实行新县剁后统计，．全县人口30余万，耕地面极6l余万亩，入均

耕地约2宙。其中熟田4．ol余万亩，熟地57．9万亩，田仅占6．57％．

田以水稻为主，地以麦类、玉米、红苕为主。上田亩产不过2．2石，

+下田1石；上地最高亩产1．8石，下地1石。唯红苕产量较丰，年产约

l 5，000万斤，户平3，000余斤。稻谷年产3．23万石，人民食用稻谷

l轧53万石，亏欠9．3万石卜杂粮年产8．7万石，人民食用28．06万

石，亏欠l 9．36万石。亏欠部分多从绵阳、昭化、广元、剑阁、梓

潼等地购入。由于稻谷严重不足，农民只能过上糠菜半年粮和三砣

红苕抬颗米的日子，每到过年过节才舍得吃一两顿用酸菜或红苕垫

底的大米干饭。是时农村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红苕酸菜包谷沙，红

苕萝卜当糍粑，要想平时吃米饭，除非女人生娃娃。

封建私有制度造成生产民生的凋敝，农民被生活所困，为解央

生存需要，不得不从事其他方面的劳动。诸如打井取卤熬盐，凭借

石木泥漆的技能出外谋生。当脚夫、卖苦力(背运、担脚、抬滑竿

及长短工)以及手纺、土织、小锅缫丝的人，为．数众多。开榨房、

酢房、染房、粉房的人亦不少。也有炸麻花、做烧馍、搅凉粉、扯

挂面、点豆腐到场镇小卖的．人。自然，养猪饲禽和利用田边地崖、

荒坡野岭、房前屋后栽桑点桐，更是家家户户所为。故盐亭的特产

·以食盐、蚕茧、、桐油为盛驰名，并设有专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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