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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人民书店

图三青川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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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三 1956&首届蛊村圈再发行工作学习会议留影

圈四 l 956年的新华书店



图五共青团中央少先队工作委员会等8单位奖状

图六四川少年儿童出版杠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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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绵阳地区文教局，供销杜奖状

图干50年代农村流动发行员用的水壶和手电



圈十一 沙州区供销社年画、历画展销一瞥

图十二三锅乡供销社图书门市部



图十三图书库房一隅

图十五一九五九年绵阳专区

文教局奖旗

图十四县文教局奖给的流

动红旗



圈十六 1971年改建后的九市部



’。j二青’JIll’县志编纂委员f会_’’j 4I：：

主任委员：陈先明

副主任委员：文治章 秦光泉 龚 廉 陶家齐 马自写
●

，

委 员。杨通保 王树和 任开春唐成鑫 覃7I急虎
～

●
●

黄明智．程连州 周 泉 郑中立 孙枝耀

敬靖康 牟应元’杜国家 米文诗

． 顾 问。冯元鼎 郑中和。』‘i
‘1一

县志办主任·陶家齐 ’

副主任：杜国家

总， 编。文治章

副总编。孙枝耀
’

●

自一九八三年以来，因机构改革，领导人员更迭，曾任县志编

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有·冯元鼎．何启书，廖义安，副主任委员竹

有t张自浩、李实、陈洪浩．郑中和，张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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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县图书发行志》编纂人员名单

领导小组·刘世玉何扬辅朱通一r二 一：

编写组。一何扬辅、．张明铁’‘ 』 o。 ‘

责任编辑。何扬辅一．，1

摄 影。苏昌清一 ．’

图 表：张明铁 王兴志
．

校 对：张明铁 王兴志 ，

审 稿t孙枝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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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青川县图书发行志》经过编纂人员两年多来的艰辛劳动，终于闯世了。本志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比较丰富，翔实的资_}}孚，较为全

面系统地反映了青川图书发行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初步揭示了图书发行工作的经验教

训，具有资治，教育、存史的作用。

_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彦然而，青川自清末及中华民国

时期无专业书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图书发行机构及网点，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不断发展。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图书发行工作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j

它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科

学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科技水平，丰富文化生活，以及促进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

人民群众的读书热潮日渐高涨，因此，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提高图书发行工作的质量

显得尤为重要。本志分类得体，见事见人，记述重点突出．但由于建国前无文字资料可

查，建国后又因资料不全．难免造成遗沿．值此本志稿付印之际，仅此为序．

毫光泉

1987年11月

．1



凡j-， 例

? 一，((-青Jzl县图书发行志》以马列主义j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记述本县图f5发行事业的历史祝

现状。
。

二，本志上限从1950年，下限到1985年底． ．

三，本志按事业类别横分竖写，以章、节、目为记述层次，建国前的流动书摊在

《(概述》中记其梗概·，

．‘四、本志以志，纪，图、表、录体裁组成，以志为主，用语体文记述·

五，本志纪年，计量及文字书写，按四川省新华书店((关于编史修志的编写规定))

处理。 ．

六、本志有关人物，则。以事系人Z，随史实入志。

七、资料来源于省，市新华书店及本店文书档案，县档案馆以及有关书刊、财务·

人事、工作记录和知倩人士的部分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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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青川-位子川，陕，甘接壤处，为四川北部边缘山区，系农业县，是革台老根据地

之一·面积2946平方公里，人口20万．建国前，交通闭塞，经济文化不发达，无固定的图

书发行业。外地书贩来县内临时摆摊设点，销售一些启蒙读物与历书、年画、对联，但

数量有限。致学之士及藏书家的图书，均从外地购入．

随着文化的发展，．学校用的教科书，则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办理，从成都、中坝．

(江油)购买，‘以人，畜力运回，再由学校到县城领取．往往是数量不足，几人一套课．

本，甚至有的学生抄写课文。

1949年12月，青川建立人民政权后，县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在

社会秩序还未根本好转、财政经济还相当困难的隋况下，于1950年lo月，筹建了“新

华书店青川代销处黟。初期，规模较小，设备简陋，但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却紧密结合

各项政治运动，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受到全县人民欢迎。在经济恢复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对促进全

县人民的思想，文化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巩固人民政权起了积极作用。在开始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随着政治形势，经济发展，书店体制在变革中不断壮大，发行网

点逐渐形成，销售额日益增多，发行量由1951年的54300册，金额5430元，增至1966年‘

的585417册，金额62579元．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失误。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大跃

进移，“人民公社彦化运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只追求数量，不管社会效益，行政摊

派，购大于销，造成大量积压，后报废处理达12775元。1962年贯彻“调整帮方针，发行

业务重新纳入正常轨道。直到1966年，图书销售额由1956年的114836册，金额20342元，

增长4．08倍和2．08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黟的十年，也是图书发行事业遭到浩劫的

十年。在林彪，“四人帮"策动下，一方面科技文学艺术图书被禁锢，造成严重书荒，

正常的业务秩序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发行网点又大量增加，用行政命令超量发行⋯⋯。

在“脱销是政治问题，积压是经济问题一的政治压力下，大量进货，造成库存猛增，连

年亏损，先后停售，报废、超储备处理达14．2万余元。1976年销售总额62080元，相当

于1966年的99．2％。粉碎“四人帮"后，解除了人们的精神枷锁，发行工作者的积极性

充分调动起来。根据“武汉会议胗精神，整顿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发 ．

展以新华书店为骨干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发行渠道，多种发行方式，少环节的发行网

点，不断加强购销管理，培训发行人员，开展业务技能练兵和劳动竞赛，提高服务质

量。1985年，图书发行金额已增至483077元，为1956年的23．75倍。从1978年起，结束了

长期的亏损局面，上交税利。

35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发行工作者的辛勤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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