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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禹

编纂食品商业志，是继承我国民族文?{：的～个优良传统。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

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使我们能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而且

它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有力工具。 ，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形势一派大好。全国性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如雨

后春笋地开展起来，应验了“盛世修志”的必然规律。我司编修食品商业志的工作，在

上级党委和局路志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于1982年7月开始筹备，10月上旬组成修志领

导小组。党委尉书记型任组长，副经理塑蘑盐任副组长，成员有：幽、幽、
甓林和张弥胜。相继成立了修志办公室，陈凤遇任主任、谭系能任剐主任(兼主编)、陆

续调来张立德，刘成贵、刘庆祥、王振山、李思柏和周慧敏为编辑。

编纂本志以马克思错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绳，

以史实为傲澹，详今略古，突出行业特点，综述记载了各个时期食品水产商业的形成

和发展；商业企业漆制的沿革变化；猪、牛、羊、禽、蛋、水产品等的购销渠道和供应政

策，肉食市场结构和肉食晶盎与供求关系；经营管理的经验教训等等。这些，都是前人长

期从事商业工作实践均经验总结，它将作为史料永存于世，为商业工作者提高管理水平

和业务能力作为借鉴，而且电将为现代和子孙后代生产、科研以及文化教育提供依据。

窗是，由于编纂禽品商业志是～项新的工作，参加修志工作的同志学识水平所限，差错

遗漏在所难免，诚望渎者指正，以便修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体 ．例

～、本志内容．分·述、记、志、传、图，表，录。包括食品商业猪、牛，羊、禽、

蛋、水产品的经营与管理。它大体反映了食品商业的历史面貌和特点．

二、文体·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秉笔直书，述而不论．

三、概述：是垒志书之纲，以简要文字概括了全书的主要内容。

四、大事记z是全志书之经，记述食品公司成立以来所发生的大事．

五、志。为全书之主体，结构有纵有横，EI横为主。

六、传：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记事不记人，本志仅记名产、名店．

七、表·分一览表和统计表，不便于文字记述者。即列表附予文后．

八、图t即摄影照片19幅，绘制网点分布图一幅。

九、录：即未入志而又有价值之资料，编进附录，以备查考。

十、断限：上限尽量追溯，一般到二十世纪初期，下限记述到1982年。以详今略

古，古为今用为原则，重点详述食品公司成立以来(1954—1982)的历史面貌和特点．

十一、简称。本志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事迹时，简称建国前，建国后，或

解放前，解放后，对私营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为对私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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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乡的历史变化，对食品水产商业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1949年新乡解

放以后为平原省的省会，1952年平原省撤销，仍保留新乡市建制。城市人口由19,19年的

46，692人到1982年已发展到375，431人j面积由37平方公里扩大为89平方公里。历史的

发展，使新多成为豫北地区和晋东南的经济活动中心，工农业产品经此而集散，经济联

系极为密切，食品资源甚为丰富，山羊多产于西北部的汲县、辉县、获嘉一带，绵羊多

产于东南面的原阳、延皋、封丘一带，猪鸡牛羊，普遍养殖，淡水鱼类多产于附近的

堰、塘、池、坑，一般年景，肉食货源足供当地消费需求。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所谓“增建华北八大城市"的口号下，民国二十七

年至三十年(即公元1938年——1941年)，新乡曾一度繁荣，待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

本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军费负担繁重，加速其国内经济危机，对侵占区实行残酷统

治和掠夺，整个市场，随其没落。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国民党所窃夺，横征暴敛，统制

封锁，工业濒临崩溃，商业生意萧条，陷于窒息状态。1949年5月新乡解放，在人民政

府领导下，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经济建设与日俱增，食品水产商业也随着恢复和发．

展，市场呈现繁荣。

在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对肉食消费量也随着大幅度增

长，肉食市场趋于活跃，当时的肉食市场，都是私商经营，自购、自宰、自销，绣营肉

食的汉屠业46户，125人，回屠业82户，125人，酱内业56户，58人，杂肉业5户，9人，

水产业6户，6人。在兰年经济恢复时期，私商的经营，对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

乡互助，内外交流’’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私商的唯利是图，投机倒把，哄抬市价的消极

因素依然存在，如1950年春节临近，物价有上涨趋势，肉食货源紧张，私商囤积居奇。

为了稳定物价，市政府商业科即指示信托公司经营猪肉，从林县、辉县采购来活猪，大

量宰杀，保证了节日供应。后来逢到重大节日，市政府都安排信托公司，市供销社，土

产公司经营猪肉，保证了节日肉食供应。当时市场情况反映，肉食市场没有国营商业参

与，就很难满足消费需求，于是在1953年12月，市政府指示零售公司，市供销社分别开

展肉食经营业务，并相应建立了屠宰场和肉食门市部，这时，才形成了国背，个体并存

的肉食市场。

1954年9月8 It，食品公司成立，同年接收了零售公司和市供销社的猪肉业务，开始

时并经营千鲜果，粉菜，调料，海味，罐头，糖果等商品，归IZl领导了茶叶业、制糖

业、行栈业、炒锅业、千果业、水果业、养蜂奶羊业、猪肉业、牛羊肉业、烧鸡业，活鸡

业、鸡蛋业、酱肉业、杂肉业、牛羊肉加工业等15个行业。这～时期，食品公司共经营

14部类商品，可谓是综合型企业，1956年对私改造完成以后，把副食品行业全部移交给

市社，专社和食杂公司经营和领导，食品公司只经营肉食品和归口领导猪肉业，牛羊肉

譬 { ’



业，烧鸡业、鸡蛋业、酱肉业、杂肉业等六个行业，业务性质由综合型转为专业型．
1954年开始实行生猪派购，后来羊，蛋、禽亦实行统一收购或派购，1957年8月，

国务院“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统购)或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它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

场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了“统一收购的物资，不是国家委托的商店和商贩，一律不准

收购黟。从此，猪、牛、羊、禽、蛮已由国家统一收购，私商经营一律从国营公司进

货。1955年，因食品公司成立不久，技术设备不完善，肉类2n_--E除自宰一部份外，其余
委托汉屠业u，回屠业，代宰代销，195肚6 I三对私营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汉屠业

二8人，回屠业35人，“一步登天”直接过渡为食品公司工人，成立了生猪加工厂，!牛羊肉加

工厂，加工的猪牛羊肉，除国营商店自销外，其余批发给合作店组经销。

肉食商品的进货蔡道，新乡市肉食货源，市郊收购有限，80％依靠新乡地区备县调

拨，地区食品分公司按经济区域和商品流向，划定新乡、原阳、延津、封丘、辉县、汲

县等常年给新乡市调拨活猪，重大节Et，临时又增加温县、济源、博爱、获嘉等县的调

拨，贷源再不足时，即由省公司统～调剂，省内南阳、信阳、许昌、郑州、商丘等都给

新乡市调过白条肉或活猪。牛羊肉货源，主要是和新乡地区各县签订合同，委托收购，

个别年份，还到山西晋东南采购菜牛和活羊，还到山东菏泽、青海西宁采购白条羊。鲜

胥的购进，大部份靠新乡地区各县调拨，!p部份从固始、光IU、商城调拨，到了七十年

代末勰，平均每年调进鲜蛋300余万厅，豫南凋进，与六分之一。家禽收购，一是本公司设

点收购，二是委托新乡地区各县代_I!{≥，j是本市商贩下乡收购，七十年代末期的数年间，

平均每年收购活鸡40余万只。水产品货源，因本地水面逐年减少，河水被工业废水枵染

严重，淡水鱼类绝少，为了保证水产品的供应，食品公司成立了水产批发部，派出采购

员分赴上海、宁波、舟山、福州、烟台、旅大、海南岛等地组织贷源、平均每年购进

海鱼40万公斤，海带十余万公斤。 一．·

1肉食市场的供应，历来都是以猪肉为主，市场猪肉满足了，其它肉食品，也显见缓

和。肉食供应的重点，主要是争取猪肉常年供应，其它肉食品，如牛羊肉除保证回民计

划供应外。多余部分按议购议销投放市场，鲜蛋是旺季凭证限量供应，淡季‘只。儇证特

需，。根据贷源情况，重大节El也适当安排供应。食品公司成立以来，大部年麟肉都是
凭证供应。唯有在两次国民经济调整以后．每次都有三年的猪肉敞开供应¨j鲢·．．谈是

1964年至1966年，第三次是1980年至1982年。从食品供应量来看，1961年凰兰，年自，然
灾害，肉食极度困难，城市人I：-1年人均吃肉0．87斤，是吃肉量最低的一年★鹊酾秘年人
均吃肉量41．4斤，吃肉量是历年较高的～年。尽管肉食货源的紧张和好转交蟊墩现，但

是市场肉食供应量仍是持续增长的，从历年市场的猪肉销售量看·，1959：t]耋纯镶耨，{244头I
平均胴体49斤，1966年纯销5s，195头，平均胴体75斤，1973年纯销102，1镳幕节乎均

胴体81斤，1978年纯销134，484头，平均胴体98斤，1982年纯销118，10溉l￡平均胴体
126斤，1 98 2年销售头数虽然下降，但销售重量却1=h1978年多销17．0万斤。0了

-建国以来，肉食货源虽然有很大增长，但是还出现过多次起伏襁反复。，帮凰降，．不
切实际地提出“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公私并举”的方针，到处出现“万粼_ “万

鸡山”“万鸭滩”。忽视了小生产、大商品的特点，生产过于集中，饲料和管愿辫不士·
没有取得成功，生产下降，，肉食紧张。“文化革命"期间，把社员鹩事癫阑螭霸事．留鹄

{， 2 ，



薯。撩侔资本囊义尾巴来批判，生产遭到破坏，又一次出现肉食紧张。1978年12月，党的十
≠；露届三lp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公布以后，把社员的家窿副

。。．业饲养畜禽放在首位，因而鼓舞了社员发展畜禽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对八种农副产品提

高了收购价格，所以自1979年以来，市场肉食供应得到了根本好转，曾一度出现农民

。矗卖猪难"的现象。

。’肉食品的经营，是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以稳定物价，．促进商品生
、鸬服务好人民生活的改善为目的。所以猪肉和鲜蛋调拨，是实行进销差价倒挂，以
、1979年以来的价格为例，白条肉调拨价每斤1．25元，销售价每斤1．04元，倒挂0．21元，

鲜蛋调拨价每斤1．18元，销售价每斤1．04元，倒挂0．14元。牛摹肉除对回民的定量供应

是谈购乎销外，其余是议购议销。禽类和水产品是议购议销，随行就市，。微利保本。食

，儡公司成立以来，因为猪肉、鲜蛋的进销差价的倒挂，牛羊肉的部份议购平销，所以在

c。科润额上表现为亏损，亏损额也是随着销售额的增长而上升，销售越多，亏损越大。赊

1956年盈利48，259元外，其余年度都是亏损。28年来，亏损’最沙是1958年，亏损5H万
元l亏损最多是1982年，亏损4．58万元。28年来总共亏损3，786万元，这也是国家为全市

人民肉食消费补贴的总金额。 ，

一

·、-户在业务经营活动中，加强了对计划的管理，在制订计划之前，首先是要作好货漩调

垄和市场预测，掌握市场变化信息，因为肉食市场也是计划市场，计划也是随羞市场购

销变化而制订的。每年四季度即着手编制翌年的流转计划，征求主管局同枣后，。然盾止

报省公司审批下达!赐塑查垒霹垒童计划。根据计划，有意识地组织、指挥、，监聱和调
节企业f；勺一切经营活动，僳证计戈||}的实施。食品的经营，购进是为了销售，历年来，食
．晶公司的经营额都是持续增长的；五十年代年最高销售额a05万元，六十年代年最．高销

售额792．5万元，比五十年代递增一倍多，七十年代年最高销售额2，189．2万元，比六十

年代递增一点七六倍，1980年又达到2，656．4万元。近几年来销售额都保持=千万元以

上．

}7财务管理工作，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减少亏损的主要方法，因此，在公司内部实

行三级管理两级核算制，商业利润是零售企业享受批零差，盈利上交公司，公司统负盈

亏。严格执行上级规定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在执行财经制度上积极支持财会人员的工

倩充分发挥他们的职能作用。
l y食品卫生，是经营肉食品中把好病从口入关，保证人民身体健康的一项重要任务，

公司成立卫生科，基层各厂、店也相应建立了卫生领导小组，专管日常的食品和环境卫

生工作。随蓿购销业务的扩大，建立健全了各项卫生制度，充实加强了肉品检验队伍，

肉品检验人员由开始时只有三名增加到33名，卫捡人员的培训，采取了自己培训和派到

外地学习相结合，派到，}地学习有九人次，自己举办卫检人员学习班共四期，每期学习

时间一个月，还举办了七髑职工食品卫生常识学习班，学习时间三至七天，普及了食品

卫生常识。肉品的裣验，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卫生部、外贸部、商业部、城蘸服务部联

． 合下达的“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宰后的畜禽都进行肉尸、头蹄、内脏、旋毛虑等的

检验。对生产的熟肉制品，、人真执行了中央下达的“食品卫生管理条例”和卫生“五

内力制，严防食物中毒，像障人民身体健康。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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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肉食品及时、方便供应到群众手里，是从事食品工作者的政治任务，自从食

品公司成立以来，不断地加强了职工的垒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五十年代，以提高

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为内容开展了劳动竞赛，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优质服务

项目被打乱，诚恳、热情、耐心的服务态度不见了。十年内乱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备零售门市部普遍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力活动，开创“精

神文明最佳门市部”活动，并且开门办店，召开消费者座谈会，接受群众监督，各门市

部挂出了保证牌子，牌上写着： “向您保证，若少一两，任罚一斤，不开后门，肥瘦并

销"。主管部门也经常进行市场检查，对有短秤少两的营业员进行罚款，对执行政策好

的门市部或个人进行表扬或奖励。

在开展优质服务活动中，还挖掘了熟肉制品的传统风味和创名店活动，1981年罗锅

酱肉被评为省优质产品。1974年至1982年，北站肉食商店连续被评为公司和局级先进单

位，同时，1979年§1982年连续三年被评为省、市财贸系统先进企业，1982年被评为省

模范集体，共获奖旗、奖状35面，成为食品系统职工学习的榜样。

组织机构是完成任务的保证，自1954年食品公司成立以来，它是专业性的经营管理

机构，基本上是稳定发展的，它的指挥系统也是健全的，组织机构适应了猪、牛、羊、

禽、蛋，水产等的购销活动，并且促进了经营业务的不断扩大，在组织购、销、调、存

诸环节中做到有机的配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商业经济体系。公司系统由1954年刚成立

时只有六个科室，职工56入，到1982年已发展到15#-科室，职工共1184人，其中国营职

工758人，集体职工426人，基层机构有肉类加工厂，牛羊肉加工厂，熟肉复制厂，蛋品

批发部，四个国营零售商店，四个集体零售商店。零售网点142个。其中国营31个、集

体71个，兼营18个、代销22个；网点摆布基本合理。

大 事记

建国初期(1953)新乡市经营猪、牛、羊、禽、蛋食品行业的有224户，从业人员167

人。

1954年9月8日中国食品公词新乡市公司正式成立，设址河沿街17号。同时接收市

零售公司两个门市部和大众桥北猪屠宰场。

1955年在东高村南地建猪栏，1957年迂至解放路南头，改称生猪仓库，于1963年5

月与肉类加工厂合并。

1955年接收市供销社鸡站，后迁至～衡街。

195S年元月因保管不善造成霉烂香蕉、桔子等8．3万斤，损失1．34万元。

1955年4月成立水果批发部，6月成立中国食品公司新乡市批发部o

1955年6月13日党支部正式改选，杨政分工任支部书记，有党员33名，在北之前系

临时支部，支部书记王长治。

， 《 ’?



如何把肉食品及时、方便供应到群众手里，是从事食品工作者的政治任务，自从食

品公司成立以来，不断地加强了职工的垒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五十年代，以提高

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为内容开展了劳动竞赛，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优质服务

项目被打乱，诚恳、热情、耐心的服务态度不见了。十年内乱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备零售门市部普遍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力活动，开创“精

神文明最佳门市部”活动，并且开门办店，召开消费者座谈会，接受群众监督，各门市

部挂出了保证牌子，牌上写着： “向您保证，若少一两，任罚一斤，不开后门，肥瘦并

销"。主管部门也经常进行市场检查，对有短秤少两的营业员进行罚款，对执行政策好

的门市部或个人进行表扬或奖励。

在开展优质服务活动中，还挖掘了熟肉制品的传统风味和创名店活动，1981年罗锅

酱肉被评为省优质产品。1974年至1982年，北站肉食商店连续被评为公司和局级先进单

位，同时，1979年§1982年连续三年被评为省、市财贸系统先进企业，1982年被评为省

模范集体，共获奖旗、奖状35面，成为食品系统职工学习的榜样。

组织机构是完成任务的保证，自1954年食品公司成立以来，它是专业性的经营管理

机构，基本上是稳定发展的，它的指挥系统也是健全的，组织机构适应了猪、牛、羊、

禽、蛋，水产等的购销活动，并且促进了经营业务的不断扩大，在组织购、销、调、存

诸环节中做到有机的配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商业经济体系。公司系统由1954年刚成立

时只有六个科室，职工56入，到1982年已发展到15#-科室，职工共1184人，其中国营职

工758人，集体职工426人，基层机构有肉类加工厂，牛羊肉加工厂，熟肉复制厂，蛋品

批发部，四个国营零售商店，四个集体零售商店。零售网点142个。其中国营31个、集

体71个，兼营18个、代销22个；网点摆布基本合理。

大 事记

建国初期(1953)新乡市经营猪、牛、羊、禽、蛋食品行业的有224户，从业人员167

人。

1954年9月8日中国食品公词新乡市公司正式成立，设址河沿街17号。同时接收市

零售公司两个门市部和大众桥北猪屠宰场。

1955年在东高村南地建猪栏，1957年迂至解放路南头，改称生猪仓库，于1963年5

月与肉类加工厂合并。

1955年接收市供销社鸡站，后迁至～衡街。

195S年元月因保管不善造成霉烂香蕉、桔子等8．3万斤，损失1．34万元。

1955年4月成立水果批发部，6月成立中国食品公司新乡市批发部o

1955年6月13日党支部正式改选，杨政分工任支部书记，有党员33名，在北之前系

临时支部，支部书记王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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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55年i一9月份，因经营管理不善，

1955年生猪实行派养派购和奖售政策。

1955--1962年实行毛重定等毛斤计价，

造成经营性亏损16 1，906元。

1963年改为出肉率定等毛斤计价a

1956年元月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步登天"(吸收为国营公司工

人)的有猪、牛、羊肉业19户63人，走合作化道路参加合作商店的有干果和鲜果业(5月份

移交专社)，炒锅和饲养业(5月份移交市社)，牛羊肉、禽蛋；酱、杂肉业计261户’

281人，参加合作小组的有水果、禽、蛋、酱肉业35户38人’实行公私合营的有茶叶和制

糖业(10月份移交市食杂公司)、行栈业(5月份移交专社)共计11户63人o

1956年初在纸房村建牛羊肉屠宰场，1958年改称牛羊肉加工厂，1961年迁至“八

一”路。

1956年7月成立中共新乡市食品公司总支委员会。

1956年9月往屠宰场赶猪，到饮马口时一头猪落入水坑中，驿后街屠宰场临时工周

明智奋勇下水救猪，因不会泅水，不幸溺水身亡。

1956年10月将干菜类业务移交蔬菜公司经营。

1957年生猪屠宰场由驿后街迕至解放路南头，改称生猪加工厂。

1957年3月在“八～”路建笫一养鸡场。1961年发生亏损1．1万元，至1962年6月

撤销。

1957年8月食品公司分建为猪肉公司和食品公司，不久又合并为食品公司。1958年

元月实行“企行合一”，5月改食晶公司为新乡市第二商业局食品经理部，6月又改为

河南省新乡市食品公司。

1957年11月成立公司工会委员会。

1958年为抉植市郊养猪事业，发放预付定金，公司发放耿黄、平原两公社预付定金

30万元。收四172，718．44元，余127，281．56元没有收回，至1963年中央拨款弥补。

1958年2月成立肉类复制厂、饲料加工厂(196158月撤销)。

1959年元月建鲁堡仔猪繁殖场，1961年发生亏损6万余元，至1962年6月撤销。

1959年3月，在潞壬坟北瓜地建第二养鸡场，投资2．46万元，于1961年9月撤销．

1959年公司成立卫生管理委员会，1961年改称爱国卫生委员会。

1960年贯彻执行食品卫生“五四”制。

1960年5月食品公司与七里营公社八柳树大队合办“万头"猪场，投资8万元，

I"961年亏损1．17万元，子同年9月撤销。

1960年7月建古固寨养猪场，投资5。75万元，1961年亏损2万元，于同年9月撤

销．

1961年4月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和第=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1961年3月接收市商业局1960年4月建立之综合畜牧场。

1961年4月接收获嘉畜牧繁殖场、冷冻厂、食品经理部，同年9月市县又分治，交回

县管辖。

1961年9月成立贸易货栈，于1963年与肉类蛋禽门市部合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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