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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兴武，盛世修志。《唐山市商业志》就是在当今之盛世，积多

人之努力编纂成书的。它的问世，是商业战线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

唐山市是华北的一座重工业城市，是联京津、通东北的交通要冲。

唐山商业，随着煤炭、钢铁、水泥、陶瓷、纺织等工业的发展和交通运

输业的发展而兴起并逐步兴旺发达起来。唐山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唐山商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商业网点

遍布城乡，全市市场呈现着繁荣兴旺的局面。

解放以来的四十年间，我市培养、建设了拥有6万人的优秀商业职

工队伍。通过广大商业职工、干部勤勤恳恳地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

为新中国的经济复兴，为现阶段的经济腾飞，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

方便人民生活，为四化大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

业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商业工作者任重而道远。我们要

善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商业发展新路子，把

商业工作不断推向新的水平。

《唐山市商业志》忠于历史，资料翔实，是唐山100多年来的第一部

商业志书，是为我们以及后人提供的珍贵精神财富，对于“资治、育人，

存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商业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希望广大

商业工作者认真地研究它、运用它，在未来的历史上再谱写新的光辉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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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编纂体例如下。

1．指导思想
’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

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观点和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比较真实准确地记述了唐山商业的历史和

现状，以提供历史借鉴，为建设我市现代化商业服务。 ，

2．原则要求

(1)坚持以唐山市为主的原则，突出城市的商业功能和中心地位的作用．对原地区

商业活动中的大事大略，重点点到，对各县(区)只写商业概况，避免与县(区)志重

复．

(2)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揭示我市城乡商业发展的本质，反映商品流

通的客观规律。 、

’(3)坚持创新的原则，力求用新的观点，新的写法，体现我市商业在新时期贯彻

“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作法与收效。 ．、

+ (4)对建国后“左’’的错误给商业带来的失误，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只记基本

事实，不记人物活动；只记梗慨，不述细节。做到观点正确，因果照应，是非分明．

3．编纂体例

(1)编纂时限。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追溯到明清时代，下限断至1986年年

底。个别章节稍有延长。

(2)志书安排。以市商业局综合资料为首，市里各区及lo县综合资料为次，市局直属

专业公司殿后，并各自成章，作重点专述。

1(3)篇目体例。本书分章、节，目，目下因事而设若干档次．书首设序和概述，书

尾有编后记。行文坚持横排竖写，以事贯通。采用文、图、表相结合，做到文表并茂，

以文为主． ，t

(4)时间表述。-一律用具体时间，不用“今年秒，“前年”，“最近"、，目前一

等不准确的时间概念。在历史沿革中，一律先写公元纪年，然后再注明朝代年号，如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或先写朝代，再注明公元纪年，如清同治季年(1874年)，

，民国18年(1929年)。 ，
，

(5)文字与标点。志书字体一律以1936年lo月5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的《汉字

．简化方案)为准。标点符号一律P),1990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

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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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数字与度，置，衡器等计量单位符号的使用，一律以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等7个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建国前的计量方法沿用当时>-j惯称谓．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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