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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梨树县物资志》搜集梨树县二十五年来的物资兴衰史实，

鉴以后人之志。本志书几经周折，耗费笔墨不计，本着“无参验

而必之者，愚也刀的精神，问世与此，请读者评头品足。

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抄录了历史史实、

二十五年来积存的资料以及一些人的口啤资料等形成。

由于历史资料散失甚多，所剩无几，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

只好“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了。按照志书的编纂要求，努

力做到了以事系时，明事分类，横排竖写，横不缺项、竖不断

线。全志书共分六编，十四章、四十五节构成，加前言共约八万

字。较详尽完整地记载了梨树县物资局从1960年建局至1985年的

发展变化以及历史兴衰起伏，上限追溯到民国二十年，下限断至

1985年。

本志书体裁以述、记，志，录，图表等形式编纂而成，以志

为主。

《梨树县物资志》的编纂成书，是梨树县物资史上的一件大

事，它的完成．必将对物资系统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

鼓舞与推动作用，使物资系统的改革与建设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总纂——张国荣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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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篇_概．一!．，述{

梨树县位于吉林省西部，东北与吉林省所属怀德县接壤，西

面与南面分别与吉林省的双辽县、辽宁省的昌图县、西丰县相

邻，中间环抱四平市。 ，
‘ ‘

县政府所在地梨树镇位于四平市北15公里处。全县总人1376

万人，总面积42，000平方公里，南北最长达105公里．东西长达92

公里。全县现有22个乡、11个镇，3 48个村。梨树县是一个以种

植业为主的农业县，粮食生产，特别是玉米产量全国闻名。1985

年全县社会总产值为74，922万元。农业总产值为38，622万元，工

业总产值为20，718万元。 其中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4．9％，

重工业总产值为9，738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6．4％。

梨树县物资局是县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位于梨树县政府所

在地梨树镇东街。1984年机构改革之后下设木材公司，金属材料

公司、机电设备公司，建材化轻公司、生产资料服务公司。1984

年6月5日经县政府批准，将燃料公司划归县经委所属，又于

1987年3月3日重新划予物资局管辖。
· ：‘

全系统现有职工746人，其中全民职工583人，集体职工163

人’下属经营网点20个，分布在梨树镇、郭家店镇，榆树台镇i

石岭镇、十家堡镇，年销售额为2，851万元，其中主要物资煤炭

销售109，137吨，木材销售20，182立方米、钢材销售6，395吨，实

现利润总额108万元。
。’。

梨树县物资局始建于1960年9月，所属木材公司建予1963年

lO月，办公地址当时都设在郭家店镇。。物资局1970年随县委，县



及其它建筑材料。19j，8年煤炭从石油巾分出，成立梨树县燃料公

司，由原来的商业局管辖划归物资局9听属。物资局从1960年成立

到1978年末一直是行企合一机构，脚是物资管理机构，又是经营

机构。1979年1月随着业务经营的扩大，为了充分发挥物资管理

机构的作用，调动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积极性，经县政府

批准，成立了梨树县物资综合公司，物资局变为纯行政管理机

构，当时所属的企业是木材公司、燃料公司、物资综合公司。

1984年1月，为了实现物资购销专业化，进一步调动企业

和职工的积极性，经营机构进一步调整，原物资综合公司已不适

应当时经营管理的需要，即变为五个专业化公司，它们是梨树县

金属材料公司，机电设备公司、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建材化轻公

司、金属回收公司。至此，物资局下属机l{j包括七个专业公司，

一个物资综合商场(集体所有制)。担负全县11个镇、22个乡和

70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256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生产及

维修所需主要物资的供应工作。建局25年来．物资局及所属企业

从小到大，从无到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物资工作也得

到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至

1985年，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

等各项政策的落实，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物资工作通过拨乱反

正、总结经验教训打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束缚。从物资计财

管理上．由以计划分配、集中统一调拨为主变为市场调剂与计划

分配双轨道，市场经济发挥了越来越明显的优势，物资流通正

朝着指令性计划逐年减少，指导性计划、市场经济的比重逐渐扩

大方向发展。 ．

‘
、

从财务、物价的管理上看，也由过去的“以收抵支、收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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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节的统收统支型变为一合理计费，合理盈利秒的自负盈亏型。

企业一靠政策，：靠管理尹、经济效益逐年提高，特别是企业实行

经理负责制以来，经营积极性，商品经济观念得到了较大的提

高，促进了企业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纵观梨树县物资局的发展变化，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漫长道

路，概括起来可分为建立，停滞、恢复和发展四个阶段o
’

√第一阶段，从1961年到1966年的六年间，可谓物资局的建立

与健全时期，建立机构、调配人员，工作开始步入轨道，在这

期间，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所制定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即“统一计划，综合平衡，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弦6

按照集中管理，统一供应的原则，在当时确实把有限的物资用在

了工农业生产的急需上，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发

挥了物资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六年中，物资供应年平

均额为96万元。其中，累计供应钢材1。876吨，木材39。631立方

米，水泥3，627吨，玻璃8，242箱，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地方工业的

发展，使物资工作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第二个时期，从1967年至1976年鼻文化大革命修的十年阎，可

谓物资工作遭到冲击，停滞不前的时期． 搿十年浩劫"，林彪，

“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给经济工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批老

干部被送进“学习班弦，二-切规章制度、方针政策都被歪曲和篡

改，物资工作基本处予瘫痪，物资局几经改称合并等折腾，使物

资管理十分混乱，造成物资积压、减量、损失，报废，经营上

官商化作风，守门待客。使物资流通没有按正常的速度向前发

展．这十年中，年销售额为381万元，累计经营性亏损25．7万

元。 、

第三个时期，1977年至1980年可谓物资工作的恢复时期，整

治十年创伤，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恢复各种规章制度。

在这四年恢复时期，物资系统的职工通过更新思想，总结历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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