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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缡撰书店志，亦能起到。赏

治、教育、存史”的作用．

篷溪书刊贸易于同治十年(1871年)开始有木ic0板售书业出

现．清末民国时期，民间先后办起了几家书店，因政治腐败，经

济落后，城乡人民生活困难，文化不发达，时办时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篷澳县新华

书店迅速建立，城市以新华书店为主体，农村依靠供销杜及其它

社会发行力量。形成了遍布城乡的图书发行网点，为人民群众输

送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充分显示了新华书店在宣传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一切有利于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实现党

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战略目标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新华书店的工作，首先是宣传教育工作，具有鲜明的思想性

和革命性．硌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书店又

是通过图书商品的销售来完成自己的宣传任务，坚持社会效益的

同时，也注意经济效益。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产生矛盾的时

候，便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在工作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第三次中央全会后，社会主叉现代化建

设，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值此，全国范围修志之际，蓬溪县

新华书店在县志编委会和文化局的领导下，1986年4月1日建立

了编写《蓬溪县书店志》的组织机构，并正式开展写志工作．在

编写过程中，白始至终坚持以史实为依据，注重调查研究，坚持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原J14；竖持党的。四项基本原曩{’，从思想上，政治上

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政策保持一致，力求徼

王Il思想性、科学性与资特性的统一．尖事求是，详今略古，奎

面，系统地反映蓬溪县图书发行事业的历史和瑰装，总缝经验教

训，为今后县书店修志和图书事业的发展，捉供资料和历史馈

薹，以期更好地起到”资治、教育、存史”的作甩。

‘志》稿按照省、市《书店志》编写要求，经过广泛征求善店

职工和退体职工的意见，四易其稿，迄至1988年底定褊。打印成

油印本．为了铅印成书，1991年童新修改．由于资料散失不全，

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遗漏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枇评指正．

编者19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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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称《蓬溪县书店志》

二．时蠲断限，上限至涛末，下限至1985年底正。

三、体倒。以篇，章。节，日为全志结构，由述，记，

志、图．表组成，以志为主。全志分3篇9章32节29目， 有图

4幅，表13张，照片12张。

四．资考}采源：一是取自县档案馆，二是查书店档案文

献，三是老职工和退休职工座谈，口碑材料和社会知情人士的

四忆，均经考证核实后使用．

五．文体：一律m语体丈，记叙体，横排竖写，分类列

篇，以事系人，详今略古，文字通俗朴实，大亨记m编年体与

记事衣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六、本志文内t

清代，民国纪年『订汉字，并用( )臭注公元年号．

公元纪卑，纪月，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中坦共产党”简称党，四川省新华书店翰称省店．

“文革”系文化大革命的简称。

“蓬溪县新华书店”简称“县书店”， “蓬溪县新华书店蓬

麓镇门市部”旃称蓬莱n市。

七、各项数字，采自省，地，县断华书店业务，财务统计资

料和原始凭证．记述中的年月，金额和表格，均用阿担伯数字．

八、渍末，民圆时期各书店，由于年代久远，缺乏贤料，只

在各篇筒略叙述．

九、建圈后，人民币一律按19955年3月1日发行t々新人民禹

标；住折算，旧币l万元折合戍新币l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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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蓬溪县地处四川中部，地域呈。人”字型，东西相隔9S公

里，南北62．S公里．县城位于遂宁市到南充市之间，边界与十县

接壤，土地辽阔，地势分散，丘陵起伏，面积1953．24平方公里．

全要下设13个区，赤城、蓬莱两个直辖镇，76个乡，5个乡级

镇。9个乡级办事处．到1985年总人口达到1，124，367人，农业

人口1，050，120人占93．4％，全县以农业生产为主，主产粮食、

棉花，柑桔，蚕丝．工业有制盐、缫丝、造纸、化肥、农且I,A／L械

以及一些社办工业．交通比较方便，：．亨川鄂公路贯通，城乡公路

基本形成网络．商业、文化、教育事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

的!蔫要，也不断繁荣和向前发展．

滴末，民图时期，先后有书店五家，经济落后，城乡人民生

活困难，文化不发达，当时书店多是出售木刻本“四书” “五

经”及启蒙读物《三字幼仪》《三字经》之类书笈．民国初年兴

办学校，才先后有牖民书社、源记书局等五家书店．销售一些教

科书，如共和国文和新学制教科书等都是从外地购进的，有的书

店因销量小，业务萧条，无法维持生计而停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

书店的建设，1951年3月县委宣传部派人到成都买回第一批图

书，建立了“新华书店蓬溪代销处”．随后直接向新华书店遂宁

支店代销图书。当时尚无社会发行网点，销售量低．1952年根据

原川北行政公署文件规定改代销处为“蓬溪县人民书店”，性质

属地方国营，出县文教科领导，发行员由1人增为5人．在城

关镇(现改名赤城镇)中河街155号购买平房两问，面积180平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米．作为书店门市部，办公室、职工宿舍。此时，农村仍然没有

发行网点，完全依靠书店自身力量，每月派两人下乡流动发行图

书．1954年6月县人民书店改建为“新华书店蓬溪支店”．将原

有门市房屋，进行了整修，添制了设备，设立内层机构，加强图

书进，销，管业务，配备专职流动人员，深入农村，开腱图书流

动供应．1956年根据莲溪地形分散的特点，为了适应蓬莱、隆盛

天保、象山(现改设在玉峰)河边五区一镇广大读者和中小学生对

图书、课本的需要，报经新华书店四川省分店批准，建立了“新

华书店蓬溪支店蓬莱镇门市部”．担负五区一镇的图书零售，批

发和中小学校课本供应．同年贯彻文化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关于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的联合指示”，我县农村图：传发

行工作，先后由各区供销社担任．书店派往农村的流动发行人

员．一边辅导供销社图书发行业务，一边开腱图书流动供应．

1958年10月，新华书店管理体制变化，遂宁专区撤销，并入绵阳

专区，新华书店蓬溪支店更名为“莲溪县新华书店”．在人民公

社化运动中，新华书店蓬溪支店蓬莱镇门市部下交红旗人民公社

管理，改名为“红旗人民公社书店”．1958年至1960年盲目发展

公社书店29个，取代了大部份供销社售书点．因公社书店发腱迅

猛，资金，人员，管理等跟不上，造成坏帐损失14，319元无法收

回，报经四川省新华书店批准作损失报销．1961年贯彻中央“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红旗人民公社书店收

回县新华书店管理，全部公社书店撤销，存书移交当地供销社经

营，人员房屋，设备由公社另作安排。1962年进行清产核资，弄

清家底，核实资产，整顿了业务秩序，加强财务管理，建立和健

全了必要的规章制度，改变了管理不善的状况，进、销，管业务

进一步加强，使发行量逐年增长，1965年图书销售额由1955年的

98，361元，增至245，783元增长1．S倍．

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图书发行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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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严重千拢和破环．领导班子受冲击，业务秩序被打乱，规

章制度停JI：执行，农时发行工作陷入瘫痪状态，巾小学生“停课

嗣节命”，教科悖一眨时期巾断发fj．t969年9月成立“蓬溪县

新4#书店节命委L!会”．县啦蚕毛lijg．-并作印制发行办公室，组

建了“毛}群东思趔宣传站”佟J≤fJt#f|t社阁。f；门市部，改成“毛泽

东思想‘茈传爿，，扪明二叭li．fJV<fPlt：k部份人员阳外地购迸大批毛

书席像l“ilo和佟种f|．)乏毛王ii即川眵缎的l：艺制；{矗，flI于人员、资金、

房隧．设嵛等郁死泫解决，令部伊钟和艇行贷款，转为书店负

扭，报损11，42s，已．用行政命令翘破发fi马列并作，毛泽东著

作。致他J{：结{矗瓶Sill，先后撼{i{；备铃理图书45．378元．

】978qc】2j J’材盯卜一．|ll；、叫·仑会以肝，遵循“解放思想，开

动}lI{i A荮，实’l‘求!：!，|{I结。敏阳婀霸”的指导方针。全党工作着

承，碍々侈至lj}}会ii义j址代化建设一I：米，社会土义事业日益兴旺发

达，㈥f；发fi‘⋯渺以蒸燕ff f：．为进。步次彻存武汉召开的全国

l埘|；龙f7vF．淡会fl'l冲，结分本身叭％lf况，整顿了领导班予，发

行队ffi，业务于，、序等一系刈：I：作．1 979年4』j掀销”县书店革命

蚕61会”恢复连；爨县新华l；店，建jp中共新华二辂店党支部，加强

j，领导班rff．s组织建设和I{l{i2队fii．rl'j思恩建设，端正了经营思

想，恢复了业务秩序，喜{．Jl}i财权收p I省店统一管理。实行利润留

成，建．、7：生产发JfQ，集体黼利旗金和lf；{工奖励基金等三项基金．

1981年贯彻中央“全党伞社会坪|：要炎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

长”的哆召．令闷各出版}l：都重视ii“眨少年儿童读物和连环画

册，【{I l：县1洲ij堑销脱节，把关不严，内容雷同，订数扩大，出

版周期过长，致使销孵鲢下降等{；种fl：ijq，造成J乍存上升，由

19111年131．560元，到t982年上升为200，886元增fjfl怍存圈j污S7．7

％．连环i}f}i册严疆积压。为了减少库存积压，加速资金删转，根据绵

阳地l夏书店鹰淡会精神，县店研究决定采取积极拼￥施降低库存量

秘极向各出版卡j=报减和向兄弟店嗣剂；委托全县巾小学校总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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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代销各种少年儿童读物和连环厕册，手续费按9％结算．共发

行少儿读物34，250册6，850元。对存量较大的少年儿童读物和连

环画册．按五折降价发行等措施，降低了库存量．同年的夏天．

由于蓬莱镇fIJ市部，因仓库低洼，课本，图书遭受洪水袭击，经

职工奋力抢救，才避免了重大损失．但仍有少量课本被淹．造成

损失6，200元；为了减轻损失，将课本进行且Ⅱ工酗晒，动员学校使

用，最后只损失500余元，随后四川省新华书店拨来救灾款15．000

元，木柴一米，又报经绵阳地区书店批准维修赞17．000元改建了

蓬莱镇门市仓库房屋264平方米．

1981年开股『j盟眷服务月活动，以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

质量，千方百计满足读者需要为中心，通过皤动把。五讲”(讲

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

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杜会主

义、热爱党)进一步落实到各个工作环节中去，从而密切同广大

读者的联系，更好地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

1983-乌-根据上级书店要求试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在县书店门

市和蓬莱镇门市，推行开架售二转，分组承包了图书盘亏损耗率，

实行全奖全赔，在取得经验后，于1985每；对图书、课本仓库承包

了图书盘亏损耗，责任到头，进一步加强了图书的保管．

1984年进一步加强课本的三汇审制度，每年秋孕进行一次．

由书店负责经费，县教育局发出通知．以区教育办公室召开各

中、小学校领导和总务经办人员．新华二传店分别派人参加的三

汇审会议．通过审核，解决了错订、iI÷；订、重订等现象，加强了

课本，作练预订上作的准确性．改善了新华书店同学校的关系．

确保了。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要求． -，

紧密依靠供销社，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到198S年底，已

建立各区供销杜图书门市部和售书网点194个，使网点基本普及

到乡，为农村读者提供了购书方便．



加强图书系统预订．展销和送书上门等活动，使发行量不断

增长，1985年各类图书销售总额l，7ll，869元是1954年销售总额

45，190元的37．88倍．

三十多年来，蓬溪县新华书店，在当地党、政部门和上级书店

的领导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了起来．现有职T29人，

先后调进调出职工54人次，退休职工8人，比1954年建店时职工

8人。增加3．62倍；为适应工作的需要，除通过经常性的政治．

业务学习，党团组织生活等活动外，还送省，市书店业务培训36

人次，送大、中专离职学习3人，短期理论学习21人，不断提高

职工的政治思想水·f和业务蒙质．职工：￡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

家有关政策的规定，进行多次调改，1954年实行工资分制，入平

工资32．20元，1985年人平工资67．4S元，增长2．09倍．新建和改

建营业用房和职工宿舍共计2，650平方米，为建J／il；于房屋面积180

平方米的14．7倍．固定资产1985年总金额125，836元是1954年

3．016元的41．72倍．不断改善职工的：r：作条件秉f生活条件．

从1954年建店至1985年三十一年，累计图二传课本购进总{移f为

14，186，383元．销售图书课本总额为13．582，196元，费用总金额

为l，140，556元，交纳税金总额277，429元，实现利润总额959．871

元，为党和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激励着全店职工继续发扬新华书店光

荣传统，坚持改革勇于探索，努力为开刨图书发行jC作的新局面

敲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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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民皇八年(1919年)

庄廉夫，鲁达夫，纪大金，李清芝等在中河街合资开办‘牖

民书社。，由鲁达夫任经理．

民国=十四年(1935年)

岳利珍，在中河街开办“源记书局”．

民国=十七年(1938年)

中共地下党员文培真在黄泥场开办“蓬南联立书报社”．售

圈抗日救国书刊．

民国=十七年(1958年)

颜守殉在中河街独资开办“守正书局。，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仲显云将“守正二15局”改办为“守正商店”．

民国三+年(1941年)

刘晏清在蓬莱镇南街集资开办。蓬文书店”。

'1851年

3月，新华书店蓬溪代销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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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4月，蓬溪县人民二传啊建立．

5月，‘毛泽东选集》一、二卷在我县首次发行．

6月．人民书店购买房匿二问，共计t80平方米，价款806．20

1955年

5月，人民书店职工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

。三反。运动．

6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我县首次发行．

1954年

6月27It，新华书店蓬溪支店建立．

7月，蓬溪县人民政府任命刘晏清f南充人)为蓬溪县新华

书店经理．

8月， 。莲溪县印刷业同业工会。新华书店小组建立．

1985年

文化部(5S)文刘人于191号通知．不再用工资分计算，改

为贷币工资制．

1956年

3月，新华书店四川省分店批准建立。新华书店蓬溪支店蓬

莱镇门市部。．

‘月，贯彻文化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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