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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包括旅业：照相、理发，浴池、洗印染五个行业

志，所以总称为服务行业志：
‘’ 一

十二大提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

任务∥“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自然

也是我们修志工作的准则。服务行业也是为。人‘民大众和建

设社会主义服务的，所’以编辑者尽了很大的努力，搜集了

各该行业的历史资料，记述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

设的战斗历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从志书中可以看出新旧社
‘

会制度的不同；通过对比，能够激发热爱祖国，热爱党，

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本行业的思想。从而提高服务质量，

改善服务态度。r

‘本志从多方面记述了工作经验，诸如：成功的规章制

度，重大的伤亡事故，以及通过练基本功等方法，培养和

提高业务能力等等。因此，可作为各该行业进行革命传统

和专业知识教育的辅助教材。另外本志还对各该行业具有

补史之无，继往开来的作用Q
’i】～



服务公司党委对修志工作，一经上级布置，即作了安

排。公司经理曹立新任公司修志领导小组组长，副书记祝

庆堂、副经理洪金安任组员。原设想编辑室成员有办公室

副主任张患喜(兼)、张金仁(兼)；王书格(兼)。后终因他

们本职工作忙，脱离不开，未到任。尹殿元、王绪庆也曾

在编辑室工作过一段时间。

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两个公司合并时，因饮食行业志
々 一

己脱稿，所以对服务行业志编辑室进行了整顿和加强，．由

原来的四人增加到七人。由业务科长牛襄炜任主编；原财
一

计科副科长朱竞新任副主编；王向理任编辑曼嵇茂蒙任旅

店业责任编辑；胡毅任照像业责任编辑；李玉鸿任理发业
、

和浴池业责任编辑；郭肚任洗印染业责任编辑穹

本志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始修，_犯八三年六月三十日

完成初稿，历时十个月有余。由于我们的水平所曝l力不

从·§雾所修志书。错误难免≯诚望读者指教，以便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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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例

一、本志分旅店业、照相业、理发业、浴池业、洗印染业五篇。

在写法上，根据行业特点，各有侧重。第一篇，对服务态度和服务

质量费了些笔墨；第二篇，对照相业技术设备和操作方法的变化写

得较具体；第三篇，较简练地写出了旧社会理发工人的反霸斗争；

第四篇，对旧社会浴池工人的待迂搜集资料较多；第五篇，对洗印

染业经营管理和手续制度志得较详。

二、各篇均分两大部分，即建国前和建国后。根据详今略古的

原则，重点在建国后部分。

三、本志在总的安排上，因各行业的性质不同，不强求一致。

如：照相、浴池有大事记，洗印染无概述等。

四、先进人物有志出席省的，有志出席市的。以单位意见而
e7
产巳0

五、虽曾有饮食和服务两个公司之分，但服务公司是继承老帐

的单位，所以机构沿革和领导入的变化，本志较详。

六、修志伊始，饮食和服务系两个公司，故各自组织了一个修

志班子，但饮食公司管的有服务行业；服务公司管的有饮食业a．两

公司分工饮食业统归于《饮食行业志》，服务业统归于《服务行业

志》。现在两个公司合并，愈证明这样分工是正确的。

七、理发有古式发型；浴池有修脚技术。二者资料较珍贵，特

入志，作为附录，以便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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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洗印染总店尚保存一份“文革”前的店章，除改了个别错

别字外，原文照附于第五篇之后。

九、本志中的各行业志都可以独立成篇，一些需附录的材料，

分行业(即分篇)附录，故本志不搞总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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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服务公司隶属的旅社j照相、理发、浴池、洗印染五个行业，

称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在旧社会被贬称“下九流"，社会地位低

下，发展较慢。但社会生活又离不了它。自新乡拓为水旱码头以

后，成为预北重镇，为交通、军事、经济的中心。伴随人口的增

长，服务行业也相应的有所发展。至解放前夕，五个行业共202家¨

从业人员650人，其中旅店11 0家，256人；照相1 1家，25人；理发

56家，148人；浴池7家，125入；洗印染18家66人。经营处于瘫痪

状态。

．一九四九年解放，平原省省会设于新乡，大力扶持生产，发展

经济，对服务行业和从业人员着手改造。实行民主改革；开展了

?三反_：’： “五反”运动。破除了服务行业中的陈规陋习，打击了

不法经营卜加强了职业道德教育，限制自发势力的发展，促使其走

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迅速恢复、市场日趋繁荣的情况下，服务行

业的服务质量和数量有显著的提高和发展。到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

六年实现了行业全面合作化和公私合营(适当保留些个体经营组成

经营小组)，7其变化是=．’

o理发55家，208人；洗印染45家，85人；旅店19家，47人；浴

池7家，178人，全部为集体所有制。对私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旅

店业5嫁．，．218A；照相21家，(并为9家)，68人。嗣后，按行业
分剔成立旅业、理发、浴池、洗印染四个总店。各总店均经民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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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建立了店员代表大会，实行民主管理，服务行业在党的领导

下，面貌为之一新。

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国营服务行业歹建立了国营理发、照相、

平原饭店，在服务行业中领导力量逐渐形成。

在党中央提出一个方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两个服务

(为生产、为生活服务)、三大观点(政治、生产、群众)的思想指

导下，进一步在服务行业中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髓着各项菅理一

制度的建立和从业人员思想觉悟的提高，服务行业得封了健康韵发

展；。到文化革命前夕，五个行业年总经营额达107万鼋，比建阖初

期j(一九四九年)增长七点一三倍。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后；各项规章制度被打乱，经营管理水平下降，自我服务口1‘号盛行

一时e在错误思想影响下，纷纷效尤，服务质量下降，热情、闫

到、耐心、诚恳不见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展“五讲四美一、 “双佳多优一活动。

叉恢复了劳动竞赛和练兵比武活动，传统服务项目碍臻恢复。旅业

恢复送三水到房间；照相u陕复下乡、下厂、预约定点；理发恢4复：打

厦镜、烫发；浴池恢复搓背、修脚、捏脚。在各项活动中叉出现了

不沙兔进人物和先进集体。一九八O年，大众照相馆被市评：力蕾最

佳藤相馆”；新乡旅社被市评为“最佳旅社”；环城朝翔；理发唐

被市评为“最佳理发店”。

在开展文明经商活动中，一九八一年，大众、迎棚榧僧被帝
评为“文明照相铲；新乡旅社、新华街旅社被市评为一文明旅
社”；环城、朝陌理发店被市评为“文明二理发店”‘ -

卫生工作是企业面貌的重要标志之一。为抓好此项工作岁公耐

崴立了爱国卫生委员会，各店成立了分会，均有专人负责，。震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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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地进行检查，成绩显著。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钧四年

中，基本上消灭了三类门市部。
1

在管理体制方面，公司设有科室，公司及所属国营中心店、．合

作总唐实行党委和党支部领导下的经理和主任负责制。

财务管理，合作实行自负盈亏，国营各店实行分级核算：公司。

对市统一核算。 ／

一九八二年底，旅店业(包括招待所)九十家0指门市部，下

同)，其中服务公司1 3家，330人，系统外77家；照相25家，其中

服务公司国营5家，i25入，’系统外20家，54人；理发，服务公司国营

95，合作1 5家 #z54入，系统外56家；浴池国营1’家，合作2家，

共119人；洗印染，合作7家，136入。金公司职工总数t350入，苦

城市非农业人口(378、525入)的0．357人。

旅店业，随着城市的茸益繁盛，发展较快，但就目前看，教唐

有过剩之弊。除中央一些部门有时在新乡市召开大型会议，旅店稍

嫌紧张之外，平常一年四季不紧张。各旅店接客人员、车辆齐集予

火车站，往往为抢一客，发生争执。

旅店业靠设备和服务性劳动换得较大利润(百分之百>。因悬

一块肥肉，所以争相经营。虽为特种行业，不准私人开店，但部门

无所限制、，造成了所有权和管理的不统一，不能按城市的规模有诗

遐昀发展。

黉前所有制有四种，服务公司的全民所有制；合作店的集体所

有镧，农村的社队所有稍；地、市、区、局、县(宾馆、招待所)

的部门所有制。这些部门所有制的力量最雄厚，它们共有床位七千

七育九十二张，占总床位(一万二千七百七十四张)的酉分之六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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