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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永川书借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关于建国以米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全面、系统

地记述永川图书发行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以资借鉴、教育、存

史。

二、本志按“详近略远”的啄则。上限起于1912年，下限至

1985年止。

三、本志横排竖写。首列概述、大事记，后以篇、章、节、

且为记述层次，采用志、记、图，袭等组成。

四、本志采取语体文、记述体。

五、文内“解放前”与“解放后”，以1949年12月4日为界

限．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六、记述名称首次用全称，后用简称。如《毛泽东选集》简
称《毛选》等。

七、本志记年、计赶和文字规范等，均按四川省新华恬店

《关于编史修志的编写规定》处理。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文持档案资料和职工、社会知情人士的

口碑，均经考证核实。

九、永川新华书店1960年以后，即为地区级书店所在地(地

区店追溯至1959年2月江津专区店在江津成立时)，地区店担负

有管理县店的职能。敞列第五篇“地区店对县店的管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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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逮

永川县建置于唐代大历11年(公元776年)。解放后，永川属

壁山专署，1951年专署迁扎津县，1960年迁永川县。永川县随之

先后隶属江津专署、江谆行署和永川行署。1083年，永川地区并

入重庆市，永／4I属重庆市。

1985年(下同)，永川县面积为1575平方公里。丘陵占83．4％，

余为低山区。人口94．5万人(1950年为46．4)7人)。辖10区、1个

区级镇、60个乡。粮食阻水稻为主，油料，茶叶、蚕茧、柑桔电

有较多的产最。矿业资源有煤、铁、矽莅，石英砂、石灰石等。-

主要工业有煤，水泥、白酒。食品工业较为发达。永川居戚渝铁

路和成渝公路的要冲，乡乡通公路。

永川有大专学校3所，中等专业学校5所，中学54所，小学

799所，幼儿固、班501所。1085年在校大专学生2440人，中学生

4i860凡，小学生124272人。

民周初期，永川只有几家经营术版书的一B铺和一些走乡串街

的书贩。抗日战争前后，确丁经让新版图书的书店，但多“发行

课率为主，资金少、舳种不多、兼营文具．营业不佳，临帑放时

只余一家。

解放韧髓，先后右新青书店，大众书店、新华书店壁山、江

津支店在永川发行图书。1954年4 tIj，新华书店永川支店成立。

]960年，江津专区B店脏专署迁到水川，永川同时存在着管理县

店职能的专区书店和担负本县图书发行职能的县书店。1963年，

县书店撒并入江津专区书店，专区店担负着县店臂理和本县图书

发行的双重任务t 1983年永Ⅲ地区并入重庆市，1984年底，重庆市

店报市出版总社批准改名为重庆市店永川分店，其双重职能不变。



1954年至1956年上半年，书店初创，80％的人直接参加锖

货，一半以上的人摘工矿，农村流动供应。】955年在永川煤矿

建立起叠医第一个工矽书事。1956年起，供销社担负起农村图书

发行任务。在书店内部建立了各种制度，工怍遂步走向正轨，其

间虽有1956年库存上升过猛币11967年田整风反右学习影响而铺货

下降，但基本尚称正常。1958年与1954年相比，销售册数增长

5．22倍，金额增长2．86倍，利润增长1．77倍。

1958年后期，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大办公社书信，两个月内

实现了仝县公社书店化。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摘罔书发行，追求

高指标。加上人员被下救和抽调，造成业务秩序混乱。接着是i

年经济困难时期，图书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书店采用了台理分

配、清仓调剂，租书和收售旧书等办法，缓和了一部份矛盾。至

1962年取消公社书店。1960至1962年三年问，书店连年亏损，亏

损金额21226元。1962年，葶=面清仓核资，书店拭损失7万元，

比1964年建店以来上缴利润的总和还多2．29万元。

1963年，国民经跻进入iI爿整时期，省吉将已下放的1『k务权、

财权J二收。地，县书店台并后，抽捌干¨补充J’、lk务骨干，至1965

年已有26人。恢复和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改善经尊管理，充实

县店辅导力量，加强了对县店的管殚，书店工作全而稳步地向前

发展。销售金额1962年为8万元，歪1 96 5年达到30．8万元，增长

2．85倍。从1963年起，又开始i墩利润，至1966年前4年间，共

上缴利润26794元。书店加强了流动供应力量，农村流动供应金

额1969年为13355，至1965年已上升到2．7万元。供销社发行刚书

经过几年停顿之后，1963年开始恢复发行。1963年仅有4处，至

1966年达到34处，1965年发行金额比1963年增长19．53倍。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lO年，一方面是17

年来出版的大批图书被称为“封资修毒草”而封存、销毁，中小

学课本也一度停止发行，另一方面是把发行马列，毛泽东著作作



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同时又大员发行样板戏，畸比林批孔图·持”

及“两报一刊”文章、学习文件，以“户户有”、“人手一册”

作为发行目标，以政治任务压经济指标。书店出现了第二次亏损

时期，t967年至1971年5年内共亏损18647元。前后共处理和销

毁过量的马列，毛泽东著作和涉林彪、“四人帮”图书23．5万余

元。1971年前，虽闻永川武斗等原因，经营管理和业务秩序受

到一定的影响，但H店始终坚持tfl：门营业，维持工怍运转。197z

年以后，管理秩序得到一定的恢复，对县店的业务辅导、礓点书

发行、进货审核、课本发行、财会管理、农村网点建设等方面，

均作了很多工作。

1978年十一届i中伞会以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指针。幽书发行转向为四化建设和奇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LiE

t-．来。财务体制改革，实行利润留成，给书店增强了自我改造和

发展的能力。1979年以后，基建及征地投资52万元，建筑面积

2491平方米，分别为1978年前的2．86倍和1．26倍。1979年以后，

陆续制订和完善了岗位责任制、考勤、奖惩办法，实行联销计

奖，在一定程度J：拉开奖金差距，弼动了各部门和职工的积极

性。1980句；起，在各郭门推行进销存管的“一条龙管理”，初步

’羹现了部门责权利的结台，推动r各项工作。改善经营管理，恢

复进货码洋匡计，注虑分析市场情况，基本上(1985年除外)实现

r进销存的贽性循环I为克服“文革一所造成的严重书荒，书店

加强计剐发行工作，抓好主动征订。征订品科r1988年达2．3万余

种，提高了图书的满足率，增加服务项目，开展优质服务月活

动·门市实行敞架僻I；}加强罔书批发，搞好发行同点建设，除

去新华书店门市部以外的其他城乡发行网点，1979年为20个。1985

年达到89个，抓好课本的汇审、复查，正确分析供需状况。从

1980年起，年年实现了“按时足量，课前到书”的要求。图书销售

逐年上升，1980年突破110万元，1979年至1985年问，图书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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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1096万元。上缴利润129．88万元，分别为1978年前25年的

186．73％和596．28％。

书店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团组织教育，开展经常性的评

比竞赛和表彰先进活动。先后育11人次获得省、地，市级以上的

先进称号或表彰。除内部举办的职工业务、文化学习外。有48人

次被输送到中央、省、地、市办的大、中专班，研究班，训练班

学习业务、文化知识，多数职工均参1Jn过基本业务知识训练和文

化学习。

1983年被评为全省书店系统先进书店。1985年按统一部署进

行全面整顿，经检查验收合格，重庆市人民政府发给“企业整顿

合格证”。课本发行，农村发行、计划发行、财务等工作，曾布

省、地、市获奖、表彰和在有关的会议，报刊上介绍。

除去客观原因造成的两次重大失误以外，书店自身也存在着

经营管理不善，服务思想不端正，服务质量不稳定等问题。1984

年『F半年起，受到书籍涨价，超期出版和行署撤并的影响，加上

进货把关不严，放松了宏观诫控。1985年库存卜升到109万元，

造成大的失控，增加了以后工作的难度。

作为地区级书店，担负着管理县店的任务。经理和辅导人

员，多年来深入基层，抓调查研究，总结交流经验，编印《发行

简报》，组织评比竞赛，抓职工教育，作好计划财务管理，合理

安排基本建设等，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1950年以后。对县店

实行部门专业对口(或称“大龙套小龙”)的管理方法，调动了

各部门的积极性，抓管理更加深入细致，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起

色。课本发行实现了连年垒区“按时足量”的好成绩I各县相继

成立了计划发行殴。加强了主动供应，较好地满足了多方面的需

蔓I农村辅导员实行责任区与任务挂钩，促进丁城乡发行咐点的

发展。至1985年全区已有506处，除供销杜系统外，其它社会发

行力量有214处，占网点总数的42％，成为一支新兴的发行大军}



各种进销、计划财务表报统计及时准确，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分析

资料，各县城门市捧全部实现了敞架售书，服务项目增加，服务质

罱提高。在此期中，总结交流经验多：《发行简报》出刊多，1979年

至1985年共出167期，每年店与店之间和部门对El评比已成制度，

学比先进之风兴起，被评为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也最多，合JlI

县店因抗洪救灾成绩突出，出席了]983年全国书店系统先进代表

会议}经过各种学校、洲练班学习的达154凡，占全区书店职工

人数的40％。198 4年，在本区书店系统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地

区店与县店签订承包协议书，新的承包方案改变了过去全部按利

润计奖的办法，把超额奖按全县人均购书增长率和匕缴利润各

50％的比例提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鞭打快牛”的影响。使

提奖办法更加台理。

1954年，垒区书店系统共有职177人，至1985年已有304人。

l 950年至1985年全区共销售11099万元，1985年与1951年相比，

销售金额增长77．53倍。累计上缴利润789．9万元，1985年与1952

年相比，增长24．97倍。1979年起，实行按利润的50％留存书店

使用，增加r书店的经济实力，1985年固定资产达199．2万元，

比1952年增长129．65倍，各县书店在此期内都进行一至二次较大

的基本建设，门d】、库房基本完备，宿舍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各嘴都购置了汽车和电子计算器等设备。进销业务、计划财务等

丁作均保持较好的水平。

三十多年来，永川书店的工作虽然也有过曲折和失误，但始

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业胜务的方向。在争取更好的经济

散益的同时，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盲目追逐市场，在武

恢小说热和低级庸俗色情图书泛滥的冲。h下，未迷失方向。保持

了新华书店艰苦奋斗，勤俭办宵的光荣传统。作为地区级书店。

人员编制一直偏低。1985年统计，全省除三州以外的地、市级书

店中，永川地区店的职工人数最步。各种设施多因陋就简，力求



节约。全体职工，特别是很多参与刨业的老同志，他们把毕生的

精力献给了图书发行事业，为书店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展

望束来，任重而道远，还需要在改革的浪潮中，努力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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