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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云志

志书是以特有的体例记述一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以及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的状况和变化。一部好的志书，具有存

史、资治、教化三个功能，可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

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十年动乱之后，大治伊始。一九七八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蓬勃

发展，一个升平盛世的局面在神州大地出现。盛世修志编史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修志工作在全国蔚

然成风之时，我们以求实的精神，将呼和浩特市燃料公司沿草所涉

及到的史实和经营活动诸端加以考证研究，编纂了这部《呼和浩特

市燃料公司志》。旨趣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团结职工，为公司

的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亦为《呼和浩特市物资局志》和《呼和浩

特市志》的编修，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呼和浩特地区燃料行业向无志书，且燃料所涉及到的问题既久

远又广泛，原委曲直错综复杂。为了编好这部燃料公司志书，我们

设置了编写机构，从一九八五年三月初开始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在

呼市物资局修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公司修志编辑人员采取座谈、考

察、采访徵集等方法、历经半年的时间，初步完成了资料的收集整

理工作，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于九月初着手编纂，一九八七年四

月五日完成编写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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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燃料公司志》共分九章十九节。内涵历史沿革、

经营管理、组织机构设置和党群组织活动等内容。在写作上采取纵

以时间为线，横以空间为体的纵横交织形式，较全面详细地反映了

燃料公司的现况和昨天的史实。《呼和浩特市燃料公司志》通过燃

料发展变化这一局部，来揭示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从而使新旧两

种社会形成较明鲜的对照。所以，尽管志书的文质较为拙劣，亦不

失启发职工热爱本企业的历史教材和留予后人存史借鉴的价值。

这部志书是呼和浩特有史以来，燃料行业的第一部志书。由于

我们编辑水平不高，缺乏修志借鉴，加之史料不易收集等原因。所

以，尽管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公司各部门广大职工，市物资局修志

办公室和一些了解公司历史的老同志的热情帮助与支持，依然不免

有许多疏漏不妥之处或史实上的出入。为此，诚恳相请读者不吝赐

教。以资再次修订完善。



凡 例

一《呼和浩特市燃料公司志》是在呼和浩特市委统一部署、市

物资局党委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在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的基

础上，编写出的燃料行业第一部志书。

二《呼和浩特市燃料公司志》是呼和浩特地区燃料系统建设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较为系统地记载了

呼和浩特燃料行业的历史和现况。为本企业经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和现实依据，为公司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必要的行业教材。为研

究燃料史，提高职工干部的专业知识和科学文化水平提供历史资

料。

三《呼和浩特市燃料公司志》以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为原则，

在着重记述建国以来煤炭行业的同时，追溯了解放前煤炭行业史

实。用不同时期的对比来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呼和浩特市燃料公司志》的内容可分为历史沿革、经营活

动和党群组织三部分。历史沿革部分：包括解放前呼和浩特煤炭行

业的发展变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六年中，呼和浩特市燃料

公司发展概况。经营活动部分：包括商品流通计划管理、财务管

理、人事管理，以及教育与福利等内容。党群组织部分：包括党、

工、团等组织建设与活动。 《呼和浩特市燃料公司毒》的附录收载

了呼和浩特地区燃料利用发展变化的历史回顾。



五《呼和浩特市燃料公司志》的体例为记、志、图、表四类．

1．记；以时间顺序编入的重大事件。

2．志；即正文，为历史沿革、经营活劝和党群组织活动的写

实。

3．图；即示意图，图片等，其为文字的补充。

4．表；为文字补充，其中包括官职录，党政、工、团组织领导

人职务录，先进史和统计表等。官职录和党群组织领导人职务录是

以主要领导人变化为主线，兼顾机构变化，按时间顺序编制而成。

六《呼和浩特市燃料公司志》共为九章十九节。志中收集图片

一十三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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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好和浩特市燃料公司是于一九五三年四月一日在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绥运省分公

司归绥市煤业经营处、建筑器材经营处和煤业零售经营处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成立初

期称谓归绥市煤业建筑器材支公司，以后曾多次更名。一九-L；A年公司从商业系统划归

物资系统后，定名为呼和浩特市燃料公司而沿用至今。公司从一九五三年成立以来，一

直实行单独经营核算。其业务受绥远省(一九五四年四月以后为内蒙古自治区)煤建公

司领导，而行政刚在市商业局(一九七八年后归市物资局。)领导之下。这种双重领导

形式一直持续刭一九八五年0

砰和浩特市燃料公司是以经营煤炭为主的物资流通企业，其宗旨是促进工农业发

展，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公司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从生产出发、为生产

服务j,i方针的指导下，统筹安排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用煤。煤炭是国家规定的重

要统配物资，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和工业的食粮。为了确保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

煤，燃料公司除有计划地组织货源，满足市场所需外，还严格执行国家物价政策，多年

来煤炭售价一直相对稳定。尤其是在民用生活煤的供应上，公司执行国家统一价格，煤

炭销售倒挂牌价。

呼市燃料公司除负责供应呼市地区工业企业(不包括铁路、冶金、电业和中央驻呼

厂矿)生产用煤和农村、牧区、城市居民、机关、团体、学校、部队等生活取暖用煤

外，还承担着乌兰察布盟的武Jll县、四子王旗、达茂联合旗境南和凉城、和林县以北等

经济区五十多个乡镇的煤炭供应任务。供应地区的人口达一百五十余万。年销售煤炭近

百万吨。为了做好煤炭的供应分配工作，使煤炭的利用更为合理，不断提高其利用效

率，燃料公司除负责煤炭供应，还要管理煤炭的使用和节约，监督帮助用户杜绝浪费，

降低煤耗，促进生产的发展。

燃料公司在三十多年的历程中，从机构设置、职工队伍状况，固定资产、经营品种

和数量到供应范围等方面都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公司成立初仅设有两个营业部和四个

股，共有职工七十人，到一九八五年公司设置有九个职能科室和七个基层单位。九个职

能科室是：业务科、生产科、财计科、政工科、保卫科、教育科、办公室、企业经营管

理研究室和储运经营部。七个基层单位中包括煤炭零售部、机械修造厂、机械煤球厂、

汽车队等四个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单位和煤炭合作商店、集体装卸队(大集体)、劳动

服务公司(二集体)等三个集体所有制独立核算单位。职工总数为八百二十三人，是成

立初期的十一点七六倍。固定资产原值为五百二十八万元，是成立初期的三十一点零六

倍。所经营煤炭的品种是成立初的四一五倍。随着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对煤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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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逐渐增多，公司煤炭供应范围也随之扩大。

公司总占地面积为三十二万九千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三点四

四平方米，公司机关在回民区文化宫街十一号，占地面积为二千八百七十一平方米。座

北朝南的二层简易办公楼三十间，西侧为十一间平房办公室，院西南角为传达室和两个

小车库，东面是会议室、仓库和锅炉房，建筑面积共为二千一百零三平方米。院内修建

有凉亭、存车棚，鱼池。

一九八四年公司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在推行经理负责制的同时，建立了职代会

民主管理制，这一年公司本身销售煤炭七十六万三千余吨，是成立初期一九五三的年六

点零六倍。销售收入为二千二百三十五点九万元。是一九五三年的七点八四倍。利润为

一百一十八万元，是一九五三年的四点八七倍。

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公司构福利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九八五年统计，职

工宿舍建筑面积为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三点八三平方米，居住三百四十三户职工。除此

外，为便于职工的工作和学>-j，公司还设置有幼JG园j食堂、理发室、澡堂、工人休息

室、图书阅览室等集体福利设施。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职工的生活水

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一九A．N年，公司在经济改革中搞活了企业，增加了盈利，

安置了待业青年，解除了职工后顾之忧。使公司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职工的收入也随

之增加。不少职工都购置了高档商品：如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

一九八五年底，公司有职工八百二十三人，其中全民职工五百九十一人，合作集体

职工三十七人，大集体职工三十六人，劳动服务公司职工一百四十四人，临时工十五

人。在职工总数中，男职工为五百五十三人，女职工为二百七十人。公司的少数民族职

工为七十三人，其中蒙族二十一人，回族四十人，满族十人，瑶族二人。职工队伍的文

化结构为大学二人，大专十四人，中专二十五人，高中八十九人，初中三百六十三人，

高小一百一十四人，初小七十五人。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燃料公司在经营上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

公司的面貌焕然一新，职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职工素质的不断提

高，各项管理制度的不断加强和完善，使公司的活力增加，利润水平逐年提高，同时促

进了社会效益的提高。在工业产值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保障了煤炭的供应，促进了万元

产值单耗煤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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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沿革

在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以前的漫长历史岁月中，呼和浩特煤炭的流通一直是由私人

开设的煤炭店铺所掌握。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归绥的第二年初、归绥的大小炭店炭铺被侵略

者控制，将其合并组成“厚和浩特市煤炭组合”。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

民党接管了煤炭组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归绥煤炭公司。一九四六年一月改归绥煤炭公

司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归绥市煤炭总厂”。一九四七年又将煤炭总

厂改为归绥市军炭厂。翌年，国民党省政府又成立了一个公炭厂。此间归绥的私营煤炭

买卖也开始复苏。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省和平解放后，绥远省军政委员会接管了军公两炭厂，

将其两厂合并，成立了新绥煤炭运销厂。同年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于北京成立，派员

来绥组建分公司。一九五。年九月，绥远省煤建分公司在接收各炭厂的基础上成立了归

缓市煤业经营处，石头巷煤业零售经营处，包头市煤业经营处和集宁煤业经营处。一九

五一年十月又成立了一个归绥建筑器材经营处。

一九五三年四月一口，奉绥远省工商厅(53)计字第四十八号文件指示，在原直属

绥远省公司领导下的归绥市煤业经营处，建筑器材经营处和石头巷煤业零售经营处的基

础上成立了归绥市煤业建筑器材支公司，在经营上实行单独经营核算，业务和行政分别

受绥运省煤建公司和市商业局领导。此问，公司下设有第一和第二两个营业部，以及人

事、秘=}；、业务、财会四个股。一九五三年九月份，为了贯彻全国木材产销会议精神，

归缓市煤建支公司将所属的术材业务分出另成立了归绥市木材支公司后，于第二年二月

改称为归绥市煤业建筑器材公司。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蒙绥合并，归绥市改为呼和

浩特市后，公司亦随之改称为呼和浩特市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在这期间，除公司下设的

第一和第二两个营业部未变，原人事、秘书，业务和财会四股改为科外，又增设了一个

储运科。一九五五年呼和浩特市百业联合社将其所属的煤炭零售点交予煤建公司。一九

五六年，呼和浩特私营炭铺和炭贩在市商业局和对私改造办公室的指导下成立了呼和浩

特市煤炭合作商店，翌年三月奉上级指示解散，十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合作。

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期，煤建公司改名为呼和浩特市煤铁供应公司。在这一时期

里，公司增加了“小土群"(1≥lJ土法炼铁的土高炉的俗称)炼铁原材料和燃料的供应业

务。增建了煤炭货场、耐火器材厂、炼焦厂和生产技术指导科，并且将原业务科分为煤

建业务和煤铁业务两科。在这之后，公司从发展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出发，在原来煤球

生产业务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煤球厂。

一九五九年四月， “小土群"炼铁下马后，公司接呼和浩特市委(59)第五百四十

三号文件指示，把冶炼原材料供应业务撤销，耐火器材和炼焦厂交予工业部门，同时恢

·4‘



复煤建公司原称。嗣后，公司机关由车站东街(在此前公司机关一直在车站东街，即今

物资局大楼所在地)搬迁到贝尔路(现燃料公司宿舍院)o

一九六一年一月，奉呼市编委(60)编字第三千零二十二号文件指示，将煤建公司

和木材公司合并，改称为呼和浩特市煤建木材公司(简称呼市煤木公司)。公司下设人

保、秘书、财计、业务、储运和组计等六个科室、以及煤炭经营部，煤炭零售部、木材

经营部、电锯厂、木材综合利用加工厂、煤球厂、煤炭合作商店等基层部门。公司机关

地址在粮栈西街，今木材公司职工宿舍所在地。

一九六三年六月，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商业厅、物资局(63)商组字第五十九

号和物办字第三十九号联合通知精神，将煤木公司的木材业务和人员机构交物资部门。

撤销原煤木公司，在物资、商业两个系统内分别成立呼市木材公司和煤建公司。煤建公

司于一九六三年秋，迁于工人文化宫街十一号院内。分家后煤建公司所设置的科室为人

保科、秘书科、财计科、储运科、业务科、生产科。基层部门为零售部、商店和煤球

厂。一九六五年，公司为了开展送货上门业务，于五月二十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接收了

市交通局民间运输站和市内三区运输社的送煤工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呼和浩特市煤炭

合作运输站，煤运站在行政上系属市商业局管理、业务上由煤建公司领导。“文化大革

命”的开展，冲破了常规。一九六八年公司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原煤炭合作商店和民

运站的行政和业务领导完全归属了煤建公司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这两个部门的名称

前都加上了呼和浩特市煤建公司的字样。其全称为呼和浩特市煤建公司煤炭合作商店和

煤炭合作运输站。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呼和浩特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呼市煤建公司与呼市石油公

司合并，合并后公司名称定为呼和浩特市燃料公司。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八日，呼市商业

局革命委员会决定将煤炭批发部、石油批发部撤销，建立煤炭经营部石油库。煤建、石

油、两业务部门合并办公。同时成立汽车队及车队党支部。车队单独核算，直属公司领

导。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煤建石油奉命分家，分家后公司复称呼市煤建公司。翌年，内

蒙古自治区煤建公司为了发展全区煤建系统煤炭货场的机械化，经内蒙古商业局批准，

拨固定资产八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元，流动资金二十万元。在呼市煤建公司内成立修造厂，

制做龙门式卸煤机和储运机械装置。这一年公司又增设了节约用煤办公室，开展节约用

煤工作。

一九七八年八月呼和浩特市革命委员会以呼革发(78)第一百一十二号文件“关于

建立城市燃料流通管理机构的通知”决定撤销呼市煤建公司，由呼市商业局将煤建公司

所属业务及人财物(包括下属基层单位)全部移交市物资局，成立呼和浩特市燃料公

司，将呼和浩特地区，除铁路、冶金、电业和中央驻呼厂矿企业外的工业生产用煤和民

用生活煤统一管理起来。一九八。年公司节约用煤办公室撤销，一九八二年为开展职工

教育工作增设了职工教育科。一九八四年七月，鉴于经济体铱Il改革形势的要求，公司设

置了企业经营管理研究室。

燃料公司下属的煤炭合作运输站，因大多数青年工人调走，剩余职工年龄老化，难

于开展送煤业务，经济入不敷出。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经呼市人民政府呼政发字

(82)第六十九号文件批复决定撤销煤炭合作运输站，站内人员经内蒙古自治区物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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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字(82)第一百一十三号文件批复，在营业外支出项目下拨五万元予以善后安排。

公司为了解除职工后顾之忧，增加其家庭收入，曾于一九七一年成立职工家属“五

七，，服务队，进行生产自救。一九七九年成立了集体装卸队，一九八四年八月成立了劳

动服务公司，安排了职工子女。劳动服务公司成立后，职工家属“五七"服务队撤销，

其人员和财产全部移交劳动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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