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市物资局建材公可逮
(1 9 64—1 9 8 5)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长沙市物资局建材公可选
(1 9 6 4—1 9 8 5)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长沙市物资局建材公司诘

(1964--1985)

长沙市建材公司志编纂办公室



勘 误 表

页 码 行 次 臼巴 正

前言 顺15 物 质 局 物 资 局

概述 倒11 调 拔 调 拨
——，

5 颇7 建 筑 筑 材 建 筑 材 料

34 顺14 实行刘年底， 实行到年底。

37 顺3 市场上供不应求， 市场上供不应求。

45 倒lO 真 按 分 配 直 接 分 配

67 顺5 办公楼一阀 办公楼一栋

67 倒12 为临时工棚 临时工棚为

77 顺5 承 包 和 承 包 给
一

95 倒2 172，57 17，257

106 顺13 (1986年度_> (1966年度)

1lO 倒2 0．20 1．20

●

政 工 课118 顺6 政 工 剥

(表1～1) 1968顺8 83，880 8，388

悖 1971倒2 20， 12l 3，013

(表1—2) 1980倒7 259，431 259，491

， 1985倒5 2，179，534 2，179，334

～ __ 一 一一～一⋯一一一



编纂人员名单

主编

唐铁夫

主 笔

屠晒平

王懋林

编 辑

唐解全

彭 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长沙市建筑材料奔司大门



剐经理，主嫡唐铁夫在审圭志稿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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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长沙市建筑材料公司自1964年创建以来经过全体职工二

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使公司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公司于1982年实行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贯

彻执行了三个条例。1983年在我省经营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公司进行了企业全面整顿，实行了经理责任制，进一步建立和

健全了企业管理制度，从而使公司面貌焕然一新。1985年底，

公司开始实行经理负责制，广大职工正在前进中谱写新篇章。

20多年来，许多老同志为公司的建设和发展作了很大的

贡献，他们已经或将要离开工作岗位，许多新同志已经或者正

在挑起建设公司的重担。把20多年来的历史中的重大事件，

重要变化，包括成功之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如实地记录下来，

做到以史为镜，使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所谓“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就是编写史志的目

的。

《长沙市物质局建材公司志》共十章29节，包括前言

近十万字。本志的体裁采取我国史书传统的章、节、图表等项

形式。志二眵上限为1964年，下限为1985年底。志书以记实为

主，以经营业务活动为中心，按照志书的要求，尽力体现纲目

清楚，布局合理，详略得当，图文并茂。

努力做好编志工作是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义务。但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我们是在边学

习，边探索，边实践的过程中进行的。但由于编志人员水平

低，加之公司机构多次分合，四度迁移，领导干部异动频繁，

加上十年浩劫期间文书档案资料焚毁、散失极为严重，致使公

司的历史资料零乱残缺。尽管我们克服许多困难，编篡成稿，



实是力不从心，本志中的缺点错误及不足之处必定不少，漏遗

之处更不待言，这些都有待我们今后适时修正，也欢迎各级领

导，熟悉情况的老前辈、老同志和所有关心建材史志工作的同

志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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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长沙市建筑材料公司位于小吴门八一桥西头南侧的市物资

大楼内，东临即将兴建的芙蓉路，南隔道与八一路百货商店为

。祁，西为八一路与建湘中路的交汇处，有两路公共汽车交汇通

过，地理位置适中，是开展经营活动的好码头。
f 解放前的长沙，经济状况及建筑材料的生产十分落后，特

别是水泥完全是空白，据资料记载，当时城郊长沙、望城两县

只有少数民办手工操作烧制红砖、青瓦、石灰的小窑和只能烧

制明瓦、制镜、小型玻璃制品的简陋家庭手工业作坊，以及私

营竹木行业等，产销有限亦不顺畅，玻璃每月全行业本地产品

消100件(每件100斤)，进I：1货销800件。所需的大宗水

泥、玻璃等建筑材料全靠从广卅、上海、汉口、天津、秦皇

岛、东北等外埠调运及从国外进口，均不敷建设和民生使用。

解放初期，长沙仅有“湘中"一家小型水泥厂，年生产能

力也只有919桶(每桶约200斤)，全市建设所需大量水泥、

玻璃仍要靠国家从外地调拔。

一九五三年以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筑材

料的生产、供应才得到逐步的开发和发展。一九六二年在中央

关于对生产资料实行“集中统一，全面管理”的方针指导下，

长沙市成立了“金属建材公司"，一九六四年四月分开改为

“中国建筑材料公司湖南省长沙支公司，，，它担负着长沙地区

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建筑材料的供应任务，对恢复和发展长沙

地区的生产建设作出了贡献。一九七二年六月“中国建筑材料

公司湖南省长沙支公司”改为“长沙市建筑材料公司"。

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五年二十余年问，公司几经变迁，

在进销业务经营管理上却走了一条曲折的路程。公司成立以来



严格执行按计划组织调拨建材物资，直到一九七八年，根据党

的拓改革、开放、搞活"的经济政策，打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

品的老框框，按照商品流通的客观规律，在坚持以计划调节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指导下，在保证做好统配部管物资的

调拨、分配的前提下：努力做到中长线物资放开供应，短线物

资核实、配套供应。公司这～年物资购进710万元，物资销售

723万元，周转天数为79．78天，费用水平10．04％，利润

36。01万元，此后，继续在党的开放搞活经济政策指导下，公

司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认真贯彻计划供应与不断扩大

市场供应相结合的原则多渠道开辟建材物资资源，大力做好物

资的平衡和供应，不断加强网点建设，扩大门市经营品种。深

化企业内部改革，整顿劳动纪律，进行合理的劳动组合，提高

服务质量。由于国家财政状况、经济形势的好转，我市建材行

业的生产和经营得到较大发展。1984年经过企业整顿，物资

购进由1978年的710万元猛增到1067万元，增长一倍半以

上；物资销售由1978年的723万元增到1180万元，增长一点

六倍以上；利润完成60．26万元，创公司历史最好水平。物资

调进方面，在抓计内物资的同时，为弥补资源不足，1984年

计外购进水泥12722吨，是计内水泥35724吨的35．6l％，为

1984年全年供应量的27．2％。玻璃计划分配31000"标箱，实

际供应39000标箱，超过计划25．81％。油毡计划分配72000

卷，实际供应82945卷，为计划分配的115．2％。随着长沙市

基本建设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在搞活流通主要围绕

“敞开、放开、通开、开放"方面，努力改变物资部门单一经

营型为经营服务型。公司在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品种的同时，

企业的素质、经济效益也有了显著提高，显示出建材公司在新

的奋跑线上将歼始新的腾飞。

公司在仓储管理和运输方面，经过二十年来的建设，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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