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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青海省石油·煤炭商业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献礼，是公司一件大事。

我们石油、煤炭两个公司分别成立于一九五二年和一九

五三年。其问企业名称虽几经变更，但企业始终在不断地发

展壮大，并在省内的石油，煤炭市场流通上一直起着重要

的作用。因此，记述公司三十三年来，在党和国家商业工作

的疗针政策的指引下，从事石油，煤炭方面的经营管理的主

要活动，特别是十年来改革中的一些探索，是十分必要和有

慧义的。 ·

《青海省石油·煤炭商业志》记述的内容比较广泛，归

纳了组织机构、商品管理、业务经营、企业管理等有关资

料，全面地反映了公司的历史和现状，既写了成绩与成功之

处，也写了工作上的不足以至失败，对于了解过去，开拓未

来是非常有益的。

阅读本书，我们可以从中纵观青海石油、煤炭商业创业

之艰苦，发展之迅速，成就之巨大。尤其是从石油、煤炭商

业的发展中，可以得到有益的经验教训，认识客观事物发展

的规律，从而更加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增强主人翁的责任

感，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这个意义上

说，这是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商业政策教

育、业务知识教育的好材料。

l



编纂志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但各行各业

编写志书，则是当代人的创举，还只是一种尝试，没有成熟
的经验可循，加上编写人员业务和文化知识水平有限。所以

本书在体例、内容、文字等方面，定会有缺点，请阅后给予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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