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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记述沧桑。《金牛区商业志》从资料搜集到撰写、编纂，历时两年余，现

已定稿成书。我和关心修志的同志，对编纂、出版这部承上启下，有益后世，‘服务四化，

造福人民的专业志书为之高兴!并向从事《金牛区商业志》编修工作和热诚相助的同志

表示感谢!

我国修志源远流长，自古形成“隔代编史，当代修志”的优良传统。新中国诞生后，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重视修志工作，积极倡导修志。1956年

以来，中央把编修地方志先后列入国家科学十二年规划和“七五”规划。1983年和1985

年，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就开展和加强地方志工作，先后发过文件。目前，全国各地、各

级、各部门开展地方志编修工作方兴未艾。‘

《金牛区商业志》是社会主义新方志中的一种专业志。这部专业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体现改革开放的精神，贯彻“求实存真”的方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撰写、编纂，基本达到了志书的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要求。

《金牛区商业志》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解放后金牛区国、合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

的诞生、成长和发展变化，反映了国、合商业的“一合二分”、基层供销社的“一上一

下”和“几分几合”及体制改革、经营活动和管理工作的情况；记述了私营商业通过社

会主义改造，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和商业、供销系统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等情况。为人们提

供了解放以来金牛区国、合商业的演变和商品流通的珍贵史料。既是对社会主义农村商

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日益发展壮大，繁荣兴旺的写真；也是对几代供销社

工作人员艰苦创业，勤俭办社，努力开拓，不断创新，对祖国四化建设所作无私奉献的

实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金牛区商业、供销部门近四十年的历史，成绩巨大，也有

失误；经验丰富，不乏教训。《金牛区商业志》如实记述，今人后人均可借鉴，了解历史，

温故知新，将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五十年代初，我即投身供销合作事业，前后近二十年。其后，虽岗位变化，仍与供

销社联系密切．可谓感情深厚，亲睹金牛区商业、供销部门的巨大变化，内心十分高兴。

今天，借志书一角，预祝金牛区商业、供销战线的同志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前进道路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创造丰硕的成果，取得更大的成绩，为续编

金牛区商业、供销志谱写新的篇章。

廖振华

1992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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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时间断限。《金牛区商业志》上自】949年，下至1990年。重点记述解放后金牛

区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及归口管理的合作商业的建立和发展变化情况。为便于了解世

界合作事业的历史渊源，对19世纪初国外合作社的创始和解放前、后国内合作事业的有

关历史，亦作了附录。

二、结构层次。本志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全志共10篇，30章，67节，77

目，约15万字。

三、记述形式。本志采用志、记、传、录、图、表等形式记述。

四、编写方法。本志采取横排竖写，竖横结合的方法，竖以年次为序，横以业务分

类，概括全面，突出特点。

五、文体。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

六、称谓。本志所称国、合商业，指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由于区商业局和区供

销合作社实行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因而文中局、社机构名称并用。供销合作社简称供

销社；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简称供销联社。文中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多次出

现使用简称。地理名称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七、纪年。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为了记述历史，建国前，公元纪年和中国纪年并用，

将中国纪年放在括号内或括号外。文中所称各种年代(如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

代⋯⋯八十年代)，均指公元二十世纪的年代。

八、计量和币制单位。本志的计量单位，基本上保持原市制不变，文中凡未注明公

制的，均为市制。表格中的重量单位：担(即1担=100市斤)。币制单位统一使用1955

年3月以后，人民币的新币单位。

九、文字和标点符号。本志的文字以国务院公布的现行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

点符号以《新华字典》附载的常用标点符号简表为准。

十、写作角度。本志的写作角度为“第三人称”。

十一、资料来源。本志资料来源于成都市档案馆、金牛区档案馆和区商业局、区供

销联社未归档的存卷及有关文件资料、口碑资料、调查资料等。所搜集的原始资料，均

建立了《资料卡片》，装订成卷，归档备查。



▲医商业局、区供销联社历届领导人员。前排左起：刘积厚、任家林、张力、阎恒昌、张坤、廖振

华、王端啕。中排左起；董玉珍、赵世禄、叶式臣、张星祥、李风山、黄端发、程志远。后排左

起：赖锡贵、张忠松、黄德寿、宋光富、钟培森、丁宪林。

▲《商业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前排左起：周世荣、张忠检、钟培森、扬碧

后排左起周后伟、邓文宜、高良成、杨福粟。



▲《商业志船；写、资料搜集人员。前排左起：孙传香、张玉芬、刘万培、张光富

后排左起：唐春香、曾砸飞、罗应珍。

▲区商业局(供销联社)机关丈门



卜四川省供销社授

区供销联社一九

八五年奖杯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

授区食品公司一九八三

年奖状

●四川省供销社授

区供销联社一九

八九年奖状



▲区食品公司 ▲区百货公司

●区耱业烟酒公司门市部

▲区第二百货公司 ▲匹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蓉城大厦
▲水碾河商场

▲在冠庙商场

▲西爿j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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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苑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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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供销社商场 ▲保和供销社新华商场

i型曳
▲天回供销社百货商场



▲营门口供销社青羊宫商场 ▲洞子口供销社自马寺商店

▲永丰供销社医药门市部

▲簇桥供销社综合门市部 ▲桂撰供销社火车南站面场



▲苏坡供销社光华商场 ▲石羊供销社化肥仓库

▲琉璃供销社职工宿舍

▲郊区供销社工作人员证章和服务证章 ▲供销合作社社员证和股票



龙潭乡的海报卜

●土桥商业分公司

综合经营部

．．三圣乡的茉莉诧



▲西苑饭店

▲三圣供销社壤风茶厂生产车问

’孺霁，o·ll·__●●—■一。

． -j

一_一一⋯⋯⋯一一一一～．～．．二_

▲龙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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