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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 《云南肉食品商业简志》(以下简称简志)经过三年多的

编篡。几经修改易稿，终于与全省食品系统广大职工见面

了． 。

＼
．

之所以称为。简志。．是因为肉食品行业在封建社会以及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位一向低下．属一种自发性行

业．因此，有据可查的行业资料甚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各级党委和政府为发展生产，搞好城乡肉食供应，改

善人民生活，十分重视猪牛羊生产和经营工作，1954年成

立了云南省食品公司．其后，食品公司又几经更迭撤并，有

的资料残缺不全．这些都给全面编写部门志带来了一定困

难．这次刊出的’简志。．对中华民国时期的行业概况只就昆

明市场作了间断记述9‘云南省食品公司成立后，主要肉食品

长期实行定量低价的供应办法，“销区购销价格倒挂，全省食

品公司系统盈亏相抵后，一直为政策性亏损企业．加之．云

南省各级食品公司未实行统一核算．因此。简志。对盈亏情况

及分析也基本没有涉及．’由于上述原因故谓。简志。．

尽管全书内容尚有不足，但30多年来食品公司的主要

业务变化及经验敬训也都分别在。简志。中作了较为详尽的记

述．出版。简志。的目的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借鉴历史．达到服

务现实和开拓未来．。简志’按云南省商业厅要求，时间上限

起自中华民国初年，下限止于1985年．体例以纵写横排的

形式，只叙述事物原貌。未加评说．度量衡一律按公制标准

折算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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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和审定。简志4过程中，得到了云南省商业厅史志

办公室以及省公司一些老领导和老同志的帮助和指教，在此

谨表谢意． 一

由于我们理论水平和写作鳓较低，又无编著经验，。简
志。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领导和同志们热情的给予

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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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行业概况

第一节历史简述

养猪业在我国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据对祥云县大坡

那铜棺墓中发掘的。六畜。模型考证，早在公元前2，400多

年前，大理地区已呈现牛。马、猪、犬、羊、鸡六畜兴旺的

景象．到秦汉时期．金沙江以南、滇池以东的嚆、昆明人。
家庭饲养业较为发达．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工，出现了商品

生产和商品交换，也产生了屠宰业．中华民国时期我省一些

地方逢农历8月23日(三国时期张飞的生日)，屠猪业就要

供奉张飞的牌位，举行酒会，进行祭奠和祈祷。所以说屠宰

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朔到汉代．但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前，屠宰业社会地位低下，倍受歧视，’长期处于

作坊式的手工业操作状态．以中华民国时期的省会昆明为

例，经营活畜和肉食的虽有一定分工，但从业人数和经营数

量甚微．当时经营活猪俗称。猪牙行”．猪源主要来自呈贡、

富民．宜良等县．经。猪牙行。收买后转卖给烫房(屠宰作

坊)，屠宰加工后，到人烟集中的二区八段石翠庄一带设案

出售．据记载，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昆明城区日销猪

肉仅60余口。每头价银7两之谱．月销猪肉l，800余口，

价银约12。600两．加上城外共9个区日宰猪约120一130

口，一般情况可以卖完．夏天炎热季节日销仅40余口．剩

市部分炼成猪油或加工香肠。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至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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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3年(1924年)昆明市区日宰猪达150余口．此外，

四周乡民上市亦不下二、三十口．另有经营火腿、猪油者

33户．中华民国24年(1935年)昆明经营肉食的店摊约

300家，从业人员270余人，资金为法币42，400元．同期

另开有牛羊宰房，在商埠一区六段(金碧公园后面)，日宰

牛4—5头、羊40余只．

云南省的汉、回及其他民族都有腌制腊味品和牛羊干巴

的习惯。宣威火腿和鹤庆圆形火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据

《鹤庆县志》记载，鹤庆圆腿明朝嘉靖年间(1522一1566

年)已有生产．驰名中外的宣威火腿，在清朝雍正5年已负

盛名．

抗战时期，云南是大后方，机关，工厂、学校大批内迁

昆明，盟军空军一部亦进驻昆明。城市人口骤增。肉食销量

扩大，此时日销猪肉达二、三百头．

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省内工商业凋敝，货币贬

值，通货膨胀，加之大批内迕人员返回原地，人民生活水平

及购买力下降，时昆明日销猪肉降为一、二百头．

八年抗战和连年内战。云南省农业萎缩，畜牧业停滞不

前．1949年末全省存栏生猪仅有272．5万头。

第二节’国营食品商业建立的背景

云南省和平解放后，经历了1950至1952年的国民经济

恢复时期，在城市开展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农

村进行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这段时间从城市到农村的

肉食市场基本上仍由私人屠商经营．1950年在昆明市凤凰

巷设有。猪羊交易行”专门从会泽、宣威等县贩来活猪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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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经过加工出售．由于当时广大人民的购买力和．肉食消费

水平低。因此，猪肉销售量比较少，整个昆明市日销猪肉最

多不超过200头．同年年初在昆明崇仁街首次召开了火煺及

火腿罐头商业联合会．云南省火腿及火腿罐头由过去厂商直

接设点销售，走向了私营商业联合经营．最多时年经营量述

二、三百吨．

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为了扩大城

乡物资交流。加强市场管理，稳定经济，国营贸易公司和供

销合作社开始经营肉食类．在这以前的1952年昆明市财税

局曾将设在西桥村(又名下烫房)、一窝羊的两个由小业主

合夥经营的私营屠宰场进行接管，经过整顿后，于1953年

交昆明市供销合作社代管．同年8月3日云南省贸易公司和

云南省供销合作社《关于商品经营划分的通知》，对火腿、

腊肉主产区的经营问题作过如下规定：在宣威由供销合作社

加工火腿100万公斤，交贸易公司60万公斤；丽江经营火

腿15万公斤，由供销合作杜负责收购，三分之二交贸易公

司；昭通收购火腿lO万公斤．50％交贸易公司；宜良火腿

由供销合作社加工交贸易公司50％；保山腊肉由贸易公司

经营，供销合作社需要由贸易公司供给．

由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就业面扩大，就业人数

增加，城市人口发展很快．全省城市非农业人口由1949年

末的100万人左右发展到1953年末的147万多人．加之公

职人员及部队由供给制逐步改为薪金制，普遍增加了收入，

对肉食的需求量日渐增加．肉食已逐步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的

主要副食品．成立国营食品公司来筹划全省非农业人口的吃

肉及指导全省猪牛羊等肉食品的购销调存业务，已成为客观

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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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营食品商业的建立和曲折历程

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1日批准中财委《关于目前副

食品产销情况和今后措施的报告》中指出：。过去国营商业部

门将经营重点放在粮食、纱布、重要百货等主要生活用品

上，对副食品没有去管，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主要力量也

只能如此．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

营商业除对粮、布、主要百货继续注意外，对城市副食品的

经营就要有计划地管起来．因为城市、工矿(区)居民对副

食品的消费比主食品为大，副食品的供应已关系广大劳动人

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国营商业必须把副食品列为经营重点

之_，必须密切与合作社结合起来，在副食品的批发、另售

和品种经营上，逐步扩大，达到足以保证城市及工矿区的供

应．同时又必须保证必要的出口，换取工业设备，借以支援

国家经济建设。．．1953年10月经云南省商业厅决定：由省

贸易公司副经理黎明同志负责，并从省贸易公司抽调了10

多名干部筹备组建中国食品公司云南省公司．筹备组下设秘

书、业务两个科．办公地点在昆明市护国路(现274号)．

1954年经中央商业部正式批准成立中国食品公司云南省公

司，隶属云南省商业厅和中国食品公司双重领导．1954年4

月28日黎明同志被任命为副经理．1954年6月份省公司下

设秘书、计划、业务、财会、物价、储运、对私改造及关上

直属仓库等8个科(库)．办公地点迁至宝善街187号(原

219号昆明堆店)．省食品公司的主要任务：一是协助各地

州市县组建食品公司，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和省政府有关

猪牛羊经营方针、政策、措施和办法；二是拟定猪牛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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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季度购销调存计划并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及时下达，指导

督促基层开展购销调存业务，协调有关部门的关系：三是加

强对私改造工作；四是调节淡旺季和组织出口，适量储备一

部分火腿、腊肉、猪油等．．．经营品种有猪牛羊及其制品、猪

油及副食土特产品等．是年11月9日云南省商业厅对省食

品公司机构又作了调整，将食品和油脂业务分开，分别成立

中国食品公司云南省公司和云南省油脂公司．省食品公司隶

属关系不变，省油脂公司划归云南省粮食厅领导．

省食品公司成立后，分支机构(地州市为分公司，县为

支公司)很快下伸．为进一步扩大购销和改善经营管理刨造

了有利条件。但基层猪牛羊购销业务仍委托区乡供销合作社

代购代销，国合商业经常为代购代销手续费的高低，活畜的

掉膘死亡，艟腊品质量的好坏及财务结算等方面发生争执或

扯皮．到1955年底全省已有58个县成立了食品支公司，拥

有7，000多名职工．未设食品机构的边疆地区及一部分内

地县仍由贸易公司或供销合作社经营． ．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

的决议》(草案)发布后。各地食品公司相继成立了对私改

造机构并配备工作人员，加强了对私营屠宰业的改造．昆明

将西桥村和一窝羊两个生猪屠宰场发展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屠宰场的工人均吸收到公私合营企业工作．时隔不久，又将

两个屠宰场合并成立为昆明市食品公司第一肉食加工厂(地

址在金马寺)。同时又将设在顺城街西口对面(现省博物馆

处)牛羊宰房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继之成立昆明市食品公

司第二肉食加工厂(地址在南窑)．

、 1957年初，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云南省服务

厅。将原属云南省商业厅及各级商业局的食品公司划归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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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服务厅及各级服务局领导．并将云南省供销合作社副食品

经营管理处经营的禽蛋业务并人省食品公司。业务扩大后。

仅省公司就有职工196人，其中干部106人．同年3月云南

省食品公司奉命撤销．在云南省服务厅内设食品处，负责管

理省食品公司原来的全盘业务．处长石麟(林)．处下设食

品采购供应站．办公地点分别设在祥云街48号和南屏街．

1958年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同年9月经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将云南省商业厅、服务厅、供销合作社

合并成立云南省商业厅．下设食品贸易局等7个局，局长宋

明斋．办公地点迁往近西路(现东风西路)省供销社大院．

各地、州、市、县食品公司也分别合并到当地所属商业局，

成立食品科、股．基层食品站并人基层供销社．在这之前的

’同年8月原云南省商业厅曾决定将云南省水产养殖公司的省

内水产购销业务划归省食品公司．成立后的云南省商业厅食

品贸易局的业务，增加了禽蛋和水产品．·

1958年至1960年，由于。左。的影响和三年自然灾害，

加之国营商业精减机构，下放工作人员，食品机构大并大

撤，很多市县食品公司与贸易公司合并．基层食品站撤销合

并到基层供销社，全省肥猪收购量由1957年的83．9万头，

下降到1960年的73．8万头；肥猪销售量由1957年的53．9

万头，下降到1960年的“．3万头．

1961年开始．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调整．

云南省食品贸易局于1962年在云南省商业厅和省供销合作

社分设的同时。宣布撤销、恢复成立了中国食品公司云南省

公司，孟振凯任经理．办公地点又迁回新样云街48号．禽

蛋购销业务同时划回省供销合作社．原由省贸易公司和省食

品公司分别经营的海味产品和省内水产品划归恢复成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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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水产公司经营．恢复成立后的中国食品公司云南省公

司下设人事、秘书、业务一科、业务二科、计划、财会、物

价、冷库管理科和关上、跑马山两个仓库，有职工135人，

其中干部75人．为适应购销业务的需要．在加强自身机构

建设的同时，重点抓了地、州、市、县食品分支公司和基层

食品站(组)的发展和建设．1962年底，全省有13个地、
7州、市和74个县成立了食品公司．人员也显著增加．全省

食品系统职工总人数由1958年末的5833人，增加到l万多

人。 ·

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肉类加工冷藏新兴工业一一

制冷工业在我省开始萌芽．先后陆续建立了多座小型冷库．

为了逐步配套．适应冻肉储存和运输，1963年成立了。云南

省食品公司汽车安装队’，下设汽车、冷库安装两个分队．

承担省内冻肉运输，冷库安装和维修业务．

1965年lO月再次将撤销后的云南省水产公司产销业务

划归云南省食品公司和云南省贸易公司。之后水产生产又划

归云南省水利厅水产处管理．

十年动乱的1967年3月，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对云

’南省商业厅实行全面军事管制的同时，对云南省食品公司也

实行了军事管制．军管后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

组．1968年11月成立以军代表全荣昌为主任的云南省食品

公司革命委员会，下设政工、业务．办事三个组．在错误路

线指引下，全省食品系统撇开生产和正常购销业务，搞

。斗、批、改”．1969年11月又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将省公

司暨直属企业的职工除留下少数外。都下放到。五．七4干

校．致使上下级公司关系中断。领导和管理职能名存实亡．

1971年3月，．下放到。五．七。干校的职工除一部分去巍
——，T——



山县农村插队外．大部分职工陆续返回单位．云南省革命委

员会生产指挥组决定：再次将省供销合作社的禽蛋业务并人

省食品公司．还将省外贸土畜产公司的畜产品业务划给省食

品公司经营．1971年4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重新成立

了云南省商业局食品公司革命委员会，主任郭光敏．下设政

工、业务、办事三个组．经营品种有猪牛羊及其制品、水产

品、畜产品、禽蛋及三类副食品．仅一年时间．又将畜产品

业务划回云南省外贸局经营．

恢复成立后的云南省食品公司，根据多年实践经验，再

次重点抓了地、州．市、县及基层食品机构的恢复和发展工

作．1973年底，全省已有食品公司141个．1976年5月禽

蛋业务又划回省供销合作社经营。

1976年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也给食品公

司带来了转机．省食品公司实行经理制，孟振凯任经理．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

落实各项政策，采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国民经

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连年丰收，畜牧业稳步发展。猪牛

羊购销量不断扩大．1981年末全省食品系统有职工20，265

人．省、地、州、市、县公司135个(其中县公司120

个)．基层食品站1140个． ．

1980年至1984年，省食品公司领导班子作过多次充实

和调整．1980年6月25日经中共云南省商业厅党组批准云

南省食品公司首次成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省食品公司委员会。

书记魏澍震．1982年周汝谐接替孟振凯任经理，1983年12

月陈跃南接替魏澍震任党委书记．1984年初谢瑜接替周汝

谐任经理．

1985年1月21日云南省宣布生猪退出派购。放开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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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行多渠道经营．国营食品公司仍然是肉食经营的主

渠道，担负着参予市场调节，搞好吞吐。进行淡旺季和地区

闻的余缺调节，平抑物价的重要任务．省政府发文强调食品

机构不能轻易撤销和解散，特别是县公司和食品站(组)更

要稳定，要积极参予市场调节，搞好食品购销工作，在坚持

本业为主的前提下，安排富裕人员开展多种经营．到1985

年底，除楚雄、红河两个州食品公司并人州商业局外，有

11个地、州、市公司保留下来，全省有101个县公司、855

个食品站，职工总数18，600人(不含离退人员3，324

人)．省公司抽调部分职工组建了云南省食品公司肉食水产

经理部和制冷技术服务部两个经济实体．肉食水产经理部主

营肉食及制品．猪油、水产品兼营其它；制冷技术服务部对

外进行制冷咨询服务、冷库承建、检修及技术总结推广等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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