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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物资志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物资志编纂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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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物资公司办公楼

州物资公司职工宿舍



国家物资部、省物资局领导到西双版纳州视察物资工作

罗志卿副部长(左)省局姚若楠副局长(右)州公司郭有能

经理(中)

全州物资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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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舜年副州长在物资志稿评审会上讲话

参加物志稿评审全体人员合影



物资志稿评审会议

1．晨■_一曼鼻一垒_旦—i一』mt m__l

州机电设备公司I‘1市部



“西双版纳物资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和编写人员合影

左起：廖国贤单松楼段惠芬郭有能周华光周富名

杨元书李庆明

州废旧金属回收公司货场一角



顾客在选购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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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化轻建材公司仓库



景洪县化建机电设备公司一门市部

州金属材料公司仓库、货场一角



勐海县物资公司办公楼

勐腊县物资公司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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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职工联欢

物资职工参加傣历新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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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坚持四项羞．本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应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进行编纂的。

二、本志广征博采，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内略外的

原则，略述历史，详记当今。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体裁， 以志为

主。采取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章、节、目结构的编纂方法

进行编纂。

四、本志上限／弘．1973年起，部分内容适当上溯，以求反

7映历史全貌，下限至1988年底止。 、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所涉资料均不注出处。

六、本志所用数字为阿拉伯数字。

七，本志所记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而后采用

约定俗成的简称，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简称为

州人民政府。
。

八、本志凡称“省委’’， “州委力、 “县委”、 “党支

部’’的，均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

九、《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物资志》是全州物资系统的

部门志，记述范围不包括其他系统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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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物资’’是工业品生产资料的泛称。物资流通是国民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份，而物资管理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重要工作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变了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念，冲破了生产资料不能进入市场的

束缚，改革了管理体制，建立了物资流通的新秩序。物资流

通正向着合理化、社会化、产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我州物资流通的历史，从1973年地州分开建立物资局算

起，仅有16年历史，变化不小，起伏回旋。为了完整、系统

地记述这段历史，在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省物资局的领导

和帮助下，州物资局1989年12月着手编纂物资志。这是一项

全新的工作，一无前史可续，二无范本可依，难度很大。担

负编纂工作的同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高度

的革命责任感和事业心，虚心学习修志理论，反复修改志书

编目，克服了许多困难，收集了大量资料，进行了实事求是

的鉴男11，严肃认真的考证核实，志稿写出后，叉征求意见，

反复修改。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劳动，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物资志))终于成稿付印了。此志横排门类，纵记史实， 全

面、系统地记述了我州物资流通的历史，反映了物资工作中

基本的经验教训，既可为我州物资战线的同行资治，教化之

用，也为后世保存了一份重要史实。古人云： “述往事，思

来者，预知来，见诸往。”修志的意义是深远的。因此，我

们为我州((物资志))的编纂出版感到由衷的欣慰。诚练，夺



志毕竟是新编，经验不足，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谨请读者

提供宝贵意见，以便修订补充。
‘

郭有能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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