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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新乡市糖业烟酒公司党政领导合影

前排左起；莳经理张德样、党委书记赵明岚、经理徐天禄。

后排左起。党委副书记崔秀琴、工会主席王体金、副经理李扳



新乡市糖业烟酒公司金举修志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

后排左起

主编李子齐、副经理曾祥雄、副主编郭铭台、

编辑阎德政。

编辑张树贵、李玉滨、王兴武。



甚 二
刖 毛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一项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

工作，是社会主义科教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对地方

志历来甚为重视。早在五十年代，周总理就多次强调修方志，并作

为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重要项目之一。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

央又提倡修志。这就证明修志工作是一项具有实用价值的建设任

务。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

移，和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整个国家出现了更加稳定繁

荣的大好形势。据此开展修志工作，实在是正应了“圣世修志"之

说。

行业志是“地方志”、“专业志”的基础资料组成部分。糖、

烟、酒行业有着悠久之历史，但其成就、经验，历史记述寥寥。在

当今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为了历史地、全面地、系统地记

载和为现翱艮务这一根本目的，提供新乡市糖、烟、酒行业的史
料，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修志成书实属历史

发展之需。根据上级指示，公司党委于一九／＼-．年八月立即作出决

定，组成修志领导小组和编辑室，具体开展修志工作。

本志书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开始。经过学习、走访、座谈、查阅

资料等多神步骤、形式，进行糖、烟、湮行业志资料搜集工作，从

市档案局等六个单位翻阅了大量有关档案。在近一年时间中摘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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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五百余卷档案资料和数十人次的走访座谈活动，共搜集文字、

数据和口碑材料计一百余万字。

本志书重点部分系商品流通、食品工业、经营管理。本详今略

古精神，突出建国后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促进生产，发展

流通，繁荣经济，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通过本志书可以看出糖、烟、酒行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发展变

化，帮助我们了解糖、烟、酒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组织好分配，满足

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作用。进而激发广大职工热爱祖国、热爱党、

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本行业的思想。



体 例

一、本志根据本行业的特点，参照中国地方志的传统体例立

目，基本上反映出新乡市糖烟酒行业的历史面貌和现状。

二、本志是用现代书面语表达。

三、本志是按客观历史事实，述而不论。

四、志，为本志的主体，内容以横立目，以纵展开， 有纵有

横。

五、概述是本志之纲，以通俗简要的文字概括了全书的内容。

六、大事记，记述了历年来本行业经历中比较重要的大事。

七、以亡者立传，生者记事为原则，立人物传。

八、本志书上限为--／＼九九年，下限为一九／＼--年。个别突出

部分延为一九八四年。

九、本志共有表73种，图片31张。

十、录，．对本志书具有参考价值的部分列入总附录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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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乡市糖业烟酒公司(简称：烟糖公司)为市属企业。位于平

原路中段。一九A--#-f，共有干部职工一千九百三十二人。除公

司机关十五个科室外，基层单位有：三个国营零售商店、三个合作

零售商店、一个批发部和六个食品加工厂。4：-I-&个门市部和三十

二个售货亭均匀的分布在市内大街小巷。一九八二年商品总销售额

五千六百六十五万四千元。经营范围有糖、烟、酒、糖果、糕点、

罐头、奶制品、小食品等商品和食品工业的生产。在“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总方针的指导下，不断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糖烟酒商品在建国初期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前整个漫长的历史年

代里，均隶属于食品杂货行业经营。糖、烟、酒商品的历史是极其

悠久。远在古代，我们的祖先便发明了谷物酿酒；从谷、薯类淀粉

中，制取“饴糖"，糕点生产，始于商朝，定名于唐朝(点心)，

发展于宋朝。到今天发展为种类众多的糕点。

卫河的航运，道清铁路的通车，京汉铁路的过境，从那时起新

乡便成为货物集散地。因此，糖、烟、酒销售市场也随之兴旺发达

起来。

至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经济遭受掠夺以及国

民党反动统治，使新乡食品杂货行业残存无几。解放前夕仅残存十



三户。市场极其萧条和冷落。

解放后，新乡为平原省省会，豫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

心。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扶植下，全市工商业迅速恢复了

生机，走向繁荣发达的新局面。

为了掌握市场，加强对私酒的管理，保证财政收入，一九四九

年六月，太行行署派专卖工作人员，来我市建立起专卖机构“新乡

酒业专卖处”。这是我市糖：烟、酒、食品杂货行业全民所有制企

业的开端。

建国初期，我市食品杂货行业，绝大部分是私营商贩和小手工

业者。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九五五年，我市

烟酒业有三百九十四户、四百二十八人，资金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六

元；食品杂货业有七十六户，二百八十五人，资金十万零五千五百

九十五元。食品加工业也逐步从食品杂货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

行业。国营糕点加_72厂、酱菜加工厂、糖果加工厂也在这个时期产

生和发展起来。

一九五六年，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运

动，商业队伍的结构和性质起了重大变化。烟酒业组成十四个合作

商店。食品杂货行业成立了糕点酱菜总店、食品社、制糖合作商

店、糖稀组、饼干组、益康炼乳厂、水果行栈等公私合营企业、合

作企业和合作店等。同年七月间，市食品杂货公司成立后，凡属食

品杂货性质的业务全部由其经营和领导，市场走向统一。一九五七年

十一月按商品类别组建糖果糕点公司。一九五八年元月，专卖公司

和糖果糕点公司两大行业合并，总称为市烟酒糖果公司，即现在的

糖、烟、酒行业。



烟酒糖果公司成立后，在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上，受地方政府

和省公司双重领导。一九五八年，公司建立了党支部；一九五九

年，支部扩大为党总支；一九。六二年，建立了党委。各基层单位建

立了党支部，实现了党对企业的全面领导。为了有计划的指挥、监

督、调节经营活动，实现其经营任务，公司内部分别设置各职能机

构，建立起商品经营管理系统和食品生产管理系统。建立和健全各

项规章制度。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导下，本着有利

于生产、有利于消费、有利于经营的原则，坚持为政治服务、为生

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三大观点，不断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

量，扩大商品流通，促进生产，繁荣市场，加强经营管理，增加积

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壮大了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向

人民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副食品，满足了市场需要。公司成立初期，

国营网点十四个，商品流转额一千四百八十七万二千元；到一九八

二年，网点达一百零七个，商品流转额五千六百六十五万四千元。

公司所经营的烟、酒、食糖、糖果、糕点、奶制品、罐头、小食品

等主要商品，分八大类，花色品种最高达到八百多个。商品的来源

主要有三个赢面：；。系统内计划调拨分配。2。计划外自行采购。3．

地方22业产品的收购。在商品批发分配上，一直是采取“统筹兼

顾，全面安排，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在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之

间，实行计划分配商品和选购商品相结合的制度，公开库存，公开

计划，允许自由选择，不硬性搭配；在商品零售上，针对各个时期

的商品货源情况、紧缺程度、需要量大小，采取了不同供应方式，

达到合理分配商品。建国初期，全部商品敞开供应。 “大跃进”以

后，商品货源日趋紧张。一九六。年开始高价商品政策，对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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