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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市蔬菜公习新建办公大楼

公司编诘成员合影

前排自左起：张毅(缩诂领导小组付殂长)后排自左起：同学义(编辑)

杨宗植(编诘领导小组顾问) 刘春伟(编诧办主任兼主编)

赵风英(编诂领导小组组长) 范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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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全体成员合影
‘

自左至右：田德茂(_f圣经理)、王恭(付书记繁经理)，杨株(党委书记)、张毅(付经

理)、任象礼(付经理)、胡少宽(付经理缀工会主席)、赵风荚(党委付书记)

王恭经理在公司第五届职代会上作工作报告



大台恒温机械菜库全景

公司党政工团负责同志慰问大台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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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西路菜市场陈列丰满

海西商店菜组坚持为盲人送货上门



已进入聍藏朗蒜台

呼市郊区塑料大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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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乃是历史赋

于之使命。
：

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拨乱反正，逐步走入正规。修志工

作各地蔚然成风，这一新局面的出现，充分体现出我国人民继承了

减世修志的优更传统．通过修志，把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记载下来，

总结历史的趣黢，给后人以借鉴，好的发扬光大，所走的弯路记取

教亩0，它必将对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彀产生深远的历史作用。

乘全国修志之东风，我侗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开始，在市委、市

商业局党委两级修志办的领导下，着手了我公司的修志工作。

修志工作期同，正值全国城市体制改革已全面展开。改革必然

要立足对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不了解历史与现状的人，绝对不可能

有所作为，开拓前进。当今，我国正处于中兴的时代、变革的时代。

为了再展宏图，不断开拓前进，势必要不断地总结历史控骏，一将我

们走过的道路如实地记载下来。编纂我公司的《专业志》，就是一

项生动具体、十分辛苦的调查研究，总结历史趣骏的工作。通过编

写公司志史，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公司发展、变迁的每一步进程，道

路之曲直，成绩之所在，罔题之因果．所有这些都用文字和图表记

戴衣表示出来，为当代人提供经黢，为后代人提供历史借鉴，无疑

是有益的。

回顾我公司在购销工作上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尤为深刻地体会

到。蔬菜躅题和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蔬菜供应的好坏，



不仅影响着人民的生活，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国营商业为了充

分发挥主渠道作用驾驭市埸平衡，稳定市埸蔬菜价格，做到既不影

响菜农收入，又不使消费者加大花费，每当蔬菜产蒴进入．旺季阶

段，总要有相当数量蔬菜品种国家要实行倒挂牌价，以体现党和政

府对人民生活的关心，’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今天，我侗把公司的历史如实地写出来，总结历史的成败得失；

为的是以利于今后我们更好的工作．’，从而在社会主义痤济体制改革

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彀中，充分发挥沟通城乡贸易、起到桥梁

与纽带的作用。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开拓前进，．加速“四化矽进

程。‘写出公司的史实，是今天改革中需要的历史借鉴和事实依据，

它有助于我们认识、了解公司的过去与现状。一部《公司专业志》

必然要成为对公司广大职工，特别是对青年职工进行传统教育的好

教材。 ’
·。

’t ·。‘

。

由于我侗的水平有限，加之蔬菜公司一九七四年才正式成立，

又因十年动乱中不少公司领导及环节干部调动频繁，许多原始资料

遗失或者原来就无原始资料，达就豁我们编写《专业志》造成很大

困碓，故难免有疏漏谬误不妥之处，’在此敬请原在我公司工作过的

老领导和知情者提出指正意兄。·
?

。．
，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 ·

P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戤世修志．量根据呼市商业局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一九八五午

公司党政领导把编写《蔬菜公司行业志》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于六

月下旬成立了《公司编志领导小组》和《公司编志办公室》并于七

月一日正式开始工作。我们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发动垒公司各职

能科室提供编写《蔬菜行业志》所需的原始材料。同时杀取了个别

走彷，召开座谈会，内查外调等方式，收集了大量“活资料"尔后，

由编志办公室进行加工整理。从一九八五午七月一日开始着手篡

写，趣过五个月时同到十二月底完成了《呼和浩特市蔬菜公司行业

志》的初稿，一九八六年六月上句垤局审核后，按照局编志办公室

的修改意兄，又于十月上句完成了《蔬菜公司行业志》的第二稿。

本志上始于一九四九年，下止一九八四年全志共分十二章三十

四节，豹1 6 9，7 6 6字，内有照片1 0张、图表五十八张。图

文并茂。在编纂工作中，力求客观其实地反映我公司的历史和现

状。唯因，我侗编写工作人其水平有限，缺乏趣黢，时同紧，任务

重，故贻撰之处在所难免，诫恳希望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市商业局编志办的具体指导，得到了

市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公司各科室、部阴及退休职工等同志

的热情帮助，为我们编写《蔬菜公司行业志》提供了宝贵意晃和资

料，莲此表示感谢。

《呼和浩特市蔬菜公司编志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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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呼和浩特市蔬菜公司是呼市地区地方国营超营蔬菜的主要单

位，它是一九七四年元月一日正式成立的。公司办公大楼座落在呼

市人民政府东南面的锡林南路东侧，位置座北朝南。北面与呼市建彀

局相接；东面衣?五四"商埸相望；南面和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系

楼相对；西面与中蒙医院毗邻。五层办公大楼，楼内阳光充足，水

泥地面，平坦整洁。一九八四年企业全部占地面积是2 0 1，2 l

0．8平方米，其中，生产性建筑面积是9 1，2 1 5．8平方米，

营业面积是2 0，1 0 9．7平方米，集体4，11 6．7平方米。

呼和浩特市蔬菜公司下属有1 5个科室，一个劳动服务公司，

五个菜站，一个副食品庳，一个基建工程队，十四个国营商店，三

个合作商店，各商店共下属有1 2 5个另售门市部， (其中有三个

较大菜市埸)，还有二个副食批发部。经营网点遏布呼市各个角落，

甚至郊区都有。公司以经营蔬菜、副食、水产为主，兼营糖业烟酒，．

百货、五金、土产、歙食。经营商品共有1 6 7 9种，拥有固定资

产8，5 2 8千元，属呼市地区唯一趣营蔬菜的重点企业。

呼和浩特市蔬菜公司是逐步演变而来的：日伪时期，原厚和市

的席力图召是当时的青菜组合。凡农商蔬菜交易，每早五至八点在

此进行，价格双方商定。商定后售方须交一定数额的管理费，通常

在入点左右交易完毕，菜贩可推卓走街串巷，叶卖出售。日本投

降后，原归矮市大西街彀立了菜市，农商交易每早五至八点在此处

进行，价格双方商定，因无人管理时有发生混乱，好菜众贩拾购，

以便尽早走街串巷拾先出售，次菜无人嗣津，待完市时只可廉价处

． 1 ．



理．解放后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蠲菜市先后又移至呼市史家

巷，南柴火市街。当时呼市已成立了呼和浩特蔬菜食品杂货公司，

为了不使市埸混乱，市蔬菜食品杂货公司派出业务科长刘希增箕责

在此管理。其主要任务是组撼、管理、’评议蔬菜等级、价格，胡解

农商矛盾，雉持市埸秩序。工作人员先后有5人，农民代表1人。

交易时嗣也均是早五点至八点，交易完毕后菜版走街串巷，畸卖

出售。总之，解放初期，蔬菜辩售一是菜版走街串巷，二是菜农进

城囱鳓，另外还有几家酱园短营蔬菜一一它们是同义兴、德元兴、

广合义、示戤泉、中兴号等。这几家酱园既到菜市臼行购菜，也

向菜农包畦定货。五六年对私改造后，一九五七年中兴号改为大北

街菜站，这便是呼知浩特市第一个由国家涩营的国营蔬菜阴市部。

这个菜站当时由康林桂、吕正明负责领导，售货具有：王子亮、王

三娃、王福、郑祥、李铅宝。进货办法同样每早到南柴火市街菜市

去进，需要多少进多少。一九五八年成立了蔬菜批发部、此时蔬菜

控营又棣属蔬菜食品杂货公司管理，地址在五塔寺东街。‘农商蔬菜

交易又迁此进行。同年批发部着手筹建菜站。之后蔬菜又曾归呼市

糖业烟酒公司和付食品公司领导管理，直至一九七四午元月一日正

式成立呼和浩特市蔬菜公司。

为了解决好全市人民的吃菜同题，长期以来，蔬菜公司先后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企业经营管理、胡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

性、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堵塞漏洞，开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

质量，当好人民群众的后勤兵，从而使全市的蔬菜供应得到了不断

地改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彀做出贡献。但我们也看到了蔬菜行

业的基础较差，加之蔬菜商品与其它付食品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是

清费量大；二是易于衡烂变质，三是旺淡季很明显；四是品种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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