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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饮食服务255

种恢复。同年，火车站东侧新建起合作饭店1座。1966年，火车道西侧国营第二

饭店建成。1972年，火车站合作饭店扩建为国营第三饭店，同时，城镇熟食摊挑

也相继增多。不久私人熟食摊挑全部取缔，县城有3座国营饭店、大集镇有供销

社饭店，饭菜质量和职工服务态度远不如前。

1979年后，落实政策，改革开放后，个体户纷纷在城镇开办饭店、食摊。

表99

1980一1985年个体饮食店摊情况

憋 座数

(个)
从业人员

营业额

(万元)

利润

(万元)

1980 98 294 58．8 17．64

198l 150 525 115．5 34．65

1982 195 780 195 58．5

1983 256 1024 235．5 70．65

1984 298 2192
●

526．1 157．8

1985 335 1340 335 100．5

个体饮食店、摊食品种类繁多，各有特色，兼之服务周到，经营有方，颇受顾

客欢迎。1980年1—8月，县城饮食服务公司3座饭店亏损5238元，9月，试行

“简易核算、利润包干”经营承包责任制，到年底扭亏为盈，获利6914元。1981年

承包形式进一步改进完善。第一饭店职工谢丕江、魏海水等5人于迎宾路设小吃

店2处，店堂整洁，设备齐全，花样增多，服务热情，营业时间长。1～8月份，营业

额3．67万元，纯利润3113元，人均营业额7340元，月奖金43元，劳动效率高于

同行业76％，奖金高于同行业6倍。当年服务公司总营业额41．51万元，占计划

112．2％。1985年10月第一饭店一部、二部和汾水饭店实行租赁经营，其它饭店

实行利润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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