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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3日，毛主席为全国新华书店第一次

出版工作会议题词。



1949年10月3日， 朱德同志为全国新华书店第一次

出版工作会议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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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彭德怀同志为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第

一次工作会议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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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目．习仲勋同志为新华书店西托总分店第

一次工作会议题词。



▲1 950年9月15日～25日参加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

西北代表合影

▲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第一次业务训练

(1 9,50年)

A195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小北街办公旧址



▲《毛泽东选羹》第一卷在银川市首次发行(1951年10月12日)

▲新华书店青海分店开业(1 950年4月17日)



▲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南院

门门市茁发行《毛泽东选集》
(1 951年)

952年．庆祝《毛泽东选集》维吾尔文版第一卷出版

丫西北新华书店腰鼓队



▲乜北人民出版牡出版的

▲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店刊

▲西北五省(区)出版史志编纂工作研讨会第五次代表合髟(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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