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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系图书发行事业志，定名《平武县书店志》。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贯彻口存真求实打的方针．详近略远，记述平武县图书

发行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断限；上限起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下限

断至1985年。

三、篇目-按章、节、目三级结构设置。横排门类，纵

述历史。志书篇首列概述，大事记，篇末附文存后记，主体

部分设机构沿革、发行‘’管理三章八节，共4．2万字。

四，体裁t以志为主体，记、图、表，录根据资料和编

辑需要综合运用。

五、文体t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力求文风严谨、朴实、

简洁、通俗易懂。准确使用标点符号和简化字。

六、资料，主要来自文书档案和部分口碑材料，经核实

准确入志。

七、历史纪年、计量单位，文字规范等，均按网川省新

华书店(<修志文件汇编》有关规定细则处理。



部营业大楼 摄影陈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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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五月中共平武县壬、县府授于首批“文明单位”光荣称

粉鼍嘏



序 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编纂具有

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建设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

百业兴旺，平武山区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物质文明建设

取得了新的成就，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了新的进展。在治理经

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的浪潮中。在盛世修志的

新形势下，平武县新华书店党政领导具有远见卓识。邀请有

关人士集议，聚纳高见，排忧解难，欣然决策编修(<书店

志》。在省市业务主管部门重视、关怀指导下经编辑人员广

征博咨，苦心搜求。查阅文书档案，寻访口碑，收集大量历

史资料。反复排比，优选精编，尽年余之功，四订篇目，六

易志稿。 《平武县书店志》率先脱稿成书。开创了邑地编修

图书发行事业志的先河。

《书店志》编纂小组成员。在工作中齐心合力，切磋琢

磨，集思广益、求实存真，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编纂

工作，始成此志。志书首冠概述，勾列历史和现状大貌特

征，为全志之纲，编年体结合纪事本末体，纵陈大事，首尾衔

接，为全志之经，篇末附文存，后记。主体部分以志为主。

设机构沿革，发行、管理三章八节，立足当代，详近略远，

横排门类。纵述历史，并辅以必要图表。展卷一览．六十年



图书发行事业，兴衰沉浮．全情了然。

《书店志))指导思想明确，篇目设置得当，资料翔实可

信，较好地反映了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文风炼达可读。惟县

境地处边陲，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史料泯灭。文献无征，

对清末、民国、红军进驻县境等时期图书发行史实，记述缺

而不周或简而不详，典型史料偏少，似有美中不足之处，经

过接纳众议，润笔修饰，较好地增补了疏漏，不啻为图书发

行事业的一册信史。

新华书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桥梁，是传播党的方针政策，

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蘑要阵地，是培养“四化矽建设人才的

窗口，图书发行事业的发展．是人民文明进步的标志。随着

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日

益增长，、图书发行事业任重道远。志书反映一代人的思想修

养和文化素质，是重要的精神产品。 《书店志》脱稿成书，

对积累保存历史资料，系统了解和认识图书发行事业的历史

和现状，对总结经验教训．向职工进行专业思想、革命传统

教育I对图书发行工作者继承和发扬新华书店的光荣革命传

统。研究探索党的图书发行事业的发展规律，都具有重要社
会价值的。将会发挥它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

益后代的积极作用。

欣逢盛世，有幸涉及修志，情切桑梓．受托三读志稿，

参予审定工作，略记为序。 一

、潘—-I ．．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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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平武县位子川北涪江上游，盆周山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地

带．是边远大山杂居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根据地，通往黄

龙寺一九寨沟风景区的门户。自周秦、两汉以来，时代各
殊。古今异制。郡，州、席、县。代有所置，迄今已有二千

一百八十多年历史。全县总面积5948平方公里。境内群山连

绵，沟谷纵横，上通松潘，南坪．下达江油、绵阳，北邻甘

肃文县，自古为陇南入蜀孔道。县辖六区(藏族自治区一>，

一镇三十九乡(民族乡五)，1985年总人口17．36万人，农业

人口占90％以上。除汉族外，有藏、回等少数民族0．4万多

人．现有中学9所，小学292所(民族小学5所)，在校学生

32，437人，占总人口的18．69％。

民国时期。县处边远僻地。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文化

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十分困乏。

图书发行业务无专营机构．仅县城先后有脚汇文社"、搿文

风书社一两户个体兼营书业，出售少量图书，偶有外籍客商

入境流动摆摊，推销民间唱词、戏本、历书等通俗读物，时

何短暂，品种单一，售量不多。县属中，小学教材，由县政府

教育科会同学校统一向江油，绵阳，成都等地书局订购，人

背马驮，长途转运，分发学校使用。地方公教人员、文入学

者所需部分图书，多由读者从外地直接邮购。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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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50年3月，新华书店广元

支店派员来县设立图书代销处，白手起家，奠基兴业，县内

始建国营图书发行机构，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书

店管理体制经过“图书代销处卯，“图书报刊发行委员会”，

矗县人民书店一、 矗新华书店平武支店一．．“平武县新华书

店力五次易制。“文革"期中经“毛泽东思想宣传站革命委

员会嚣及“书店革命领导小组竹临时变革，1979年始恢复为

矗四川省平武县新华书店一。

三十多年来，书店职工由c建店初期的3人，1985年增热瓢

lO人(8人曾在省、市书店系统培训班接受业务培训>。先后调

动进出39人次。通过经常性的政治业务学习，党团组织生活。·

基层工会、妇女工作活动和实际工作锻炼，职工政治思想水

平，文化业务素质均有所提高，基本上能适应发行业务工作

发展的需要。职工工资建店初期实行供给制，随着生产的发

展，根据国家政策规定，进行多次调改，同时推行劳动保护

和奖励制度，工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职工月平均工资1956

年33．76元．1985年达到74．89元．增长1．2倍。固定资产

1959年8，910元，1985年增加到138，495元，增长14．54倍。书

店营业、办公、职工住宅用房经过三次新建、改建和不断充

实设备，初具规模．基本完善，工作劳动条件得到改善。

国营书店建立后，坚持党的发行方针，以农村为重点·

在全县范围内书海行舟，逐步拓展了图书发行业务。1950年

至1952年，上级店发行图书多系政治性读物，农村发行网点

尚未建立，依靠行政手段，层层分配任务。委托区、乡干部

代销。曾一度造成强迫摊派推销书刊的错误作法，1953年经

国家出版总署指示后，迅速得到了纠正．1956年1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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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卫作的

联合指示))，县店依靠供销社经营图书，经协商调整农村图

书发行点30个，相继解决了房屋设备等具体问题，设置图书

专柜．配备，培训专I兼职发行人员，初步形成了以国营书

店为主，以供销社为辅的图书发行网点，发行业务逐步稳定

扩大。

1959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深入发展，在“全民

办书店修，。以政治运动的方法搞图书发行修，口文化大跃

进一等。极左思潮刀的影响下，脱离县情，超越客观需要，

在区所在地和部分公社盲目建立。具有共产主义萌芽性质”的

公社书店7个，取代供销社售书点。后因：经营管理混乱，

亏损积压。经济效益不佳，不久全部撤销，农村发行阵地一

度出现空白。1963年。县店业务、财务收归省店统一符理，

人事由地方管理，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图书发行主要依靠供销

社的思想，推行“现款批销，存书包退万的办法，供销社经

营图书又得到恢复发展。1966年5月，群文化大革命"爆发。

十年动乱。文化浩劫，图书发行事业受到严重破坏。机构撤

销，由“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搿革命领导小组刀代替，人

员强行分散，业务秩序打乱，规章制度停止执行，中小学生

停课闹革命，教科书一度中断发行，大批库存珍贵图书。视

为。封、资，修毒草竹，令其查禁封毁，业务活动基本停

顿，农村图书发行无力兼顾。主要精力用于超量发行搿红宝

书修。。文革"十年．连续七年亏损3．56万元。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搿四人帮劳反党集团。

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经过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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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业务、组织上进行整顿，调整领导班子，转变服务

方法．端正经营思想，提高发行质量，对发行、经营管理体

制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图

书发行事业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1979年县店财权划归省店统一管理，实行利润留成50‰

建立生产发展、职工福利、职工奖励三项基金，1981年，以

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开展盘五讲四美秒，“周末"夜市、

矗支农服务月弦、“六～嚣书市、建党六十周年等图：拉发行

展销活动，1982年，推行开架售书，试行岗位责任制，1983

年。贯彻矗两为弦方针，推行定人员、定承包指标、定发行

质量、定奖惩的“四定’’承包制，实行利改税。通过开

放、改革、搞活的转变，打破了长期以来僵化的经营管理

体制，书店独立核算，自主经营，激发了职工的内在潜力。

调动了当家作主的积极性，给图书发行事业带来了生机活

力。以新华书店为主渠道，依靠供销社为助手，支持社会力

量作补充的城乡图书发行网点进～步巩固，图书发行量大幅

度上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提高，新华书店的光荣传

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图书销售额1979年15．8万元，1980年

20．sT元，1983年3l万元，1985年上升到39．6万元，比1956

年增长19．8倍，比1979年增长1．5倍。从1975年扭亏转盈以

后，连续十年盈利，累计利润总额9万元，年均递增13％。

从1980年以来的六年中，书宙先后经省市书店、地区文化

局、有关出版社、县委、县政府十三次授予先进集体和优胜

单位奖励，职工七人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

国营书店建立三十五年来，经历了六年奠基创业，十年曲

折发展．十年动乱遭受严重浩劫。两年拨乱反正，七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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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全面发展。从1956年建立新华书店至1985年的三十年

中·累计发行图二括1，265．7万册，销售金额308．2万元，亏损

总额6．86万元，盈利总额13．08万元，盈亏相抵，实现纯和

润6．22万元，为国家提供税利15．8万元。

平武县图书发行事业由奠基伊始——曲折发展——不断

壮丸为促进地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
用。实践创造了有益的经验。也有失误挫折的教训。回顾历

史搿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劳。展望未来，百业振兴。前

程似锦。图书发行事业任重道远，在深化改革的洪流中。继

续发扬新华书店的光荣传统，热情服务，继往开来，拼搏前

进．山区创新业。书海树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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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2S年

正文社在县城开业，雇工刻制木板印刷Ⅸ四书》、《五

经》出售，兼营文具纸张。至1952年停业。

194S年

县人金治昌在县城开设文风串社。1947年改为文风教育

用品社，经营至1956年公私合营时结束。

1950年

3月 新华书店广元支店派员来县设立图书代销处，县

境始设国营书店销售点。

1951年

10月25日 中共平武县委宣传部领导，建立平武县图书

报刊发行委员会接收代销处，开展工作三个月。

11月 县级机关职工隆重集会，庆祝Ⅸ毛泽东选集))第

一卷在平武首次发行。

1952年

1月 遵照『Jf北人民行政公署通知，代销处改建平武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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