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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 吉
刖 青

编写新的蔬菜行业志，是基层志书的创举，行业志是本

行业在所处历史阶段中第一手资料的荟苹，是实践的记载，

为后人引鉴，是历史性文献中新的产物o

蔬菜行业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不可忽视的一个服

务行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蔬菜行业做出了应有的

贡献。但是在旧社会蔬菜行业地位低下，是被人们看不起的

行业，旧志很少有蔬菜行业活动的记载。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蔬菜行业十分重视，不仅提高蔬菜

行业社会地位，而且为组织好蔬菜生产与供应工作，作出一

系列的正确决策，使蔬菜行业在不同时期均取得很好成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经济形势一派大好，编写

新的蔬菜行业志，正应了“盛世修志’’之的，实属蔬菜行业

广大职工的一件大事。

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新思想、新内容、新方法

为主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以党的方针政策为

准则，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编写新的蔬菜行业志。本志计

三十六章，十四万九千九百字，真实地记录了蔬菜行业机构

沿革，历史购、销、调、存、蔬菜生产，经营管理、以及物价，加

工生产等等⋯⋯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在向四化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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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助于历史的回顾，有助于领导工作的借鉴。

本志内容广泛，文字通俗，涉及到批发、另售、产、供、

销、储，以及调运、加工等项工作，是一本系统的历史资料，

可说是行业的工具书，供对职工教育，行业历史的研究，后

人的传帮和指导现实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 ．、编写行业志，是一项新的工作，二商业局党委对此十分

重视，曾派局修志办公室主任张德祥组织各公司，先后赴太

原、武汉等地对口单位参观学习，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打开

．了思路，增强了信心，在公司党委领导下，成立了领导小组，

党委副书记张文宣任组长，李玉亭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家

全、王善威、朱光弟、杨海洲、刘殿卿。 +：’

y 下设修志办公室，主任李玉亭，成员邢金龙、刘德中、杨

新惠、陈建华、郝三栓。 。

主编：李玉亭，编辑：邢金龙，刘德中。

≯ 。]火1982年8月开始起步，到1984年9月完成试写初稿，经

过三结合，(办公室互相结合，送科室系统结合，呈局阅上

下结合)反复进行修改，于1984年元月志书初具成型，接着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征求意见，并经公司党委审阅通过，二局

党委批准，于1984年4月付印，历经一年零八个月完成编写

新的蔬菜行业志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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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例

一、蔬菜行业志，包括豆制品、酱菜和调味品生产，分章立目。

参照中国地方志体例，结合蔬菜行业的实际，分概述、大事记、

志、传、图表、录，基本上反映了蔬菜行业的历史面貌和特点。

二、本志所叙内容，述而不论，个别论点亦即原引照抄。

三、本志文字用汉语、白话文。公元年限、统计数字、 百分

比，用阿拉伯文字·旧历年、倍数、章节中的数字，统用汉字。

四、概述，是本志之纲，提纲挈领，以简明的文字、扼要的语

言，概述了志书的主要内容。

五、大事记，是志书之经，凡涉及面广，影响全局的大事，按

年月的顺序记之。

六、志，是本志的主体，在写法上，本着纵不断线，横不缺

项，有纵有横，以横为主，纵横交错，宜纵则纵，宜横则横。上限

二十世纪初，下限到1982年。

七、传，亡者立传，生者记事。

八、表，章后附表，文表迭详。

九、图，机构网点设置图，以图为主，辅以文字说明．

十、片，志书封面二、封底三和有关章节附照片。

十一、录，有些规章制度，弃之可惜，仍有参考价值的部分列入

总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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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秋菜冬储期间的市场管理⋯⋯⋯⋯⋯⋯⋯⋯⋯(1 77)

第七节 开创农贸市场的新局面⋯⋯⋯⋯⋯⋯⋯⋯⋯⋯(1 78)

第二十二章 卫生工作⋯⋯⋯⋯⋯⋯⋯⋯⋯⋯·⋯⋯⋯··(179)

第一节 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1 79)

第二节 贯彻食品卫生“五四’’制⋯⋯⋯⋯⋯⋯⋯⋯⋯(1 79)

第三节 开创卫生工作的新局面⋯⋯⋯⋯⋯⋯⋯⋯⋯⋯(180)

第四节 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181)

第五节 职工健康检查⋯⋯⋯⋯⋯⋯⋯⋯⋯⋯⋯O OI o 0o⋯(183)

第二十三章 经济责任制⋯⋯⋯⋯⋯⋯⋯⋯⋯⋯⋯⋯⋯(183)

第一节 几种经济责任制的形式和内容⋯⋯⋯g O 0 0 00⋯⋯(183)

第二节 酱菜加工厂超产提成⋯“⋯⋯⋯⋯⋯⋯⋯⋯⋯·(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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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豆制品厂超产超利润提成⋯⋯⋯⋯⋯⋯⋯⋯⋯(187)

第四节 合作总店实行浮动工资加提成工资⋯⋯⋯⋯⋯(188)

第二十四室 劳动竞赛⋯⋯⋯⋯⋯⋯O$O O 0 5 OIt⋯⋯⋯⋯⋯(189)

第l节 红旗竞赛⋯⋯⋯⋯⋯⋯⋯⋯⋯⋯⋯⋯⋯⋯⋯⋯(189)

第二节 练功比武选拔赛⋯⋯⋯⋯⋯⋯⋯⋯I O O O O O g O O O O g QIO(190)

第三节 双学竞赛⋯⋯⋯⋯⋯⋯⋯⋯⋯⋯⋯⋯⋯⋯⋯⋯(1191)

第四节 技术考核⋯⋯⋯⋯⋯⋯⋯⋯⋯⋯⋯⋯⋯⋯⋯⋯(192)

第五节 比经营、赛管理的劳动竞赛⋯⋯⋯⋯⋯⋯⋯⋯(194)

第六节 双月赛⋯⋯⋯⋯⋯⋯⋯⋯⋯⋯⋯⋯⋯⋯⋯⋯⋯(194)

第七节 五讲四美活动⋯⋯⋯⋯⋯⋯⋯⋯⋯⋯⋯⋯⋯⋯(195)

第八节 文明礼貌月活动⋯⋯⋯⋯⋯⋯⋯⋯⋯⋯⋯⋯⋯(195)
附录。一、平原路蔬菜商店1982年先进事迹择录。⋯⋯⋯(196)

二，郭明云事迹择录。⋯⋯⋯⋯⋯⋯⋯⋯⋯⋯⋯⋯(1 97)

第二十五章 蔬菜系统机构建立与沿革⋯⋯⋯O O 0 0 0e⋯⋯(198)

第一节 蔬菜公司成立与沿革⋯⋯⋯⋯Q O O O O O O O O DI U D O O O O O Q O0(198)

第二节 蔬菜公司办公地址的变迁⋯⋯⋯⋯⋯⋯⋯⋯⋯(200)

第三节 隶属机构⋯⋯⋯⋯⋯⋯⋯⋯⋯⋯⋯⋯⋯⋯⋯⋯(200)

第四节 蔬菜批发机构建立与沿革⋯⋯⋯⋯⋯⋯⋯⋯⋯(201)

第五节 盐业批发部的建立与移交⋯⋯⋯⋯⋯⋯⋯⋯⋯(202)

第六节 解放、副食两货栈的经历⋯⋯⋯⋯⋯⋯⋯⋯⋯(203)

附录：一、1982年机构网点示意图，

图内凡注村名者皆系菜队⋯⋯⋯⋯⋯⋯⋯(207)

二、1982年人员机构一览表(I)⋯⋯⋯⋯⋯⋯⋯(209)

三、科室建立与演变表(二)⋯g O O Q O O O O O e··⋯⋯⋯⋯(204)

第二十六章 党、工、团⋯⋯⋯⋯⋯⋯⋯⋯⋯⋯⋯⋯⋯(210)

第一节 党组织⋯⋯⋯⋯⋯⋯⋯⋯⋯⋯⋯⋯⋯⋯⋯⋯⋯(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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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工会组织⋯⋯⋯⋯⋯⋯⋯⋯⋯⋯⋯⋯⋯⋯⋯⋯(213)

第三节 共青团⋯@O e o Ol@e 6 e u a O O g e g O⋯O B B O Q O O p O I O O O eO⋯⋯⋯⋯(21 6)

第二十七章 知青安排⋯⋯⋯⋯⋯⋯⋯⋯⋯⋯⋯⋯⋯⋯(221)

第一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21)

第二节 知青门市部⋯a
O o g U O OI O q O oI B·⋯⋯⋯⋯⋯⋯⋯⋯⋯(222)

第二+八章 文化教育⋯⋯⋯⋯⋯⋯⋯⋯⋯⋯⋯⋯⋯⋯(222)

第一节 概况⋯⋯⋯⋯⋯⋯⋯⋯⋯⋯⋯⋯⋯⋯⋯⋯⋯⋯(1222)

第二节 高小文化教育⋯⋯⋯⋯⋯⋯⋯⋯⋯⋯⋯⋯⋯⋯(223)

第三节 双补教育⋯⋯⋯⋯⋯⋯⋯⋯⋯⋯⋯⋯⋯⋯⋯⋯(223)

附录：有关制度⋯⋯⋯⋯⋯·g O O·o J g⋯⋯⋯⋯⋯⋯⋯⋯⋯⋯(225)

第二+九章 计划生育⋯⋯⋯⋯⋯⋯⋯⋯⋯⋯⋯O B O e O O⋯(2'26)

第一节 有计划的控制人口增长⋯⋯⋯⋯⋯⋯⋯⋯⋯⋯(226)

第二节 组织领导⋯⋯⋯⋯⋯⋯⋯⋯⋯⋯·⋯⋯⋯⋯⋯“(226)

第三节 享有计划生育指标的规定(1979)⋯⋯⋯⋯⋯(226)

第四节 营养补助的规定⋯⋯⋯⋯⋯⋯⋯⋯⋯⋯⋯⋯⋯(227)

第五节 奖励⋯⋯⋯⋯⋯⋯⋯⋯⋯⋯⋯⋯⋯⋯⋯⋯⋯⋯(227)

第六节 节育手术后休息时间的规定⋯⋯⋯⋯⋯⋯⋯⋯(227)

第七节 计划生育执行情况⋯⋯⋯⋯⋯⋯⋯⋯⋯⋯⋯⋯(228)

第八节 节育措施⋯⋯⋯⋯⋯⋯⋯⋯⋯⋯⋯⋯⋯⋯⋯⋯(228)

附录：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D“o ug⋯⋯(230)

第三十章 职工生活福利⋯⋯⋯⋯⋯⋯⋯⋯⋯⋯⋯⋯⋯(231)

第一节 抓好职工食堂⋯⋯⋯⋯⋯⋯⋯⋯⋯⋯⋯⋯·O O O OLD(231)

第二节 灾年开荒种地、弥补口粮⋯⋯⋯⋯⋯⋯⋯qD 4 o g gD(232)

第三节 解决职工住房⋯⋯⋯⋯⋯⋯⋯⋯⋯⋯⋯⋯⋯⋯(233)

第四节 各项生活福利补助⋯⋯⋯⋯⋯⋯⋯⋯⋯⋯⋯⋯(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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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建立卫生室⋯⋯⋯⋯⋯⋯小⋯⋯⋯⋯⋯⋯⋯⋯(234)

第三十一章 基本建设⋯⋯⋯⋯⋯⋯⋯⋯⋯⋯⋯⋯⋯⋯(234)

第一节 仓库建设⋯⋯⋯⋯⋯⋯⋯⋯⋯⋯⋯⋯⋯⋯⋯⋯(234)

第二节r 生产车间建设⋯⋯⋯⋯⋯⋯：⋯⋯⋯-⋯⋯⋯·‘(234)

第三节 门市部建设⋯e e o e o o o o o e e e⋯⋯⋯⋯⋯⋯⋯⋯⋯⋯(235)

第四节 职工宿舍建设⋯⋯⋯⋯⋯⋯⋯⋯⋯⋯⋯⋯”．．．·(235)

第五节 机关办公楼建成⋯⋯⋯⋯⋯⋯⋯⋯⋯⋯⋯⋯⋯(235)

第三十二章 劳动工资⋯⋯⋯⋯⋯⋯⋯⋯⋯⋯⋯⋯⋯⋯(236．)

第一节 1959年调资⋯⋯⋯⋯⋯⋯⋯⋯⋯⋯⋯⋯⋯⋯⋯(236)

第二节 1963年调资⋯⋯⋯⋯⋯⋯⋯⋯⋯⋯⋯⋯⋯⋯⋯(236)

第三节 1970年临时工制度改革⋯⋯⋯I ol·01 0·o 0 0·G e 01D 0 qP oo(236)

第四节 调整低_T-资⋯⋯⋯⋯⋯⋯⋯⋯O g o o o o o g o o o o o o D o 0·0 0 o(237)

第五节 ·调整部份职工工资⋯⋯⋯⋯⋯⋯⋯⋯⋯⋯⋯⋯(237)

第六节·给工作成绩优异的职工调资⋯⋯⋯⋯⋯·⋯⋯”(237)

第七节 职工升级⋯⋯⋯⋯⋯⋯⋯⋯⋯⋯⋯．．⋯⋯⋯⋯·(238’)

第八节 1982年工资水平⋯⋯⋯⋯⋯⋯⋯⋯⋯；⋯⋯⋯(23：8)

第九节 离休、退休⋯⋯⋯⋯⋯⋯⋯⋯⋯⋯⋯⋯⋯⋯⋯(238)

附录：国、合人员统计表⋯⋯⋯⋯⋯⋯⋯⋯⋯⋯⋯⋯⋯⋯(239)

第三十三章 武装⋯⋯⋯⋯⋯⋯⋯⋯⋯⋯⋯⋯”⋯⋯⋯·(240)

第一节’民兵组织⋯⋯⋯⋯_⋯⋯⋯⋯⋯⋯⋯⋯⋯⋯⋯(240)

第二节 军事训练⋯⋯⋯⋯⋯⋯⋯⋯⋯⋯⋯⋯⋯⋯⋯⋯(241)

第三节 人防⋯⋯⋯⋯⋯⋯⋯⋯⋯⋯⋯⋯⋯⋯⋯”o⋯”(243)

第四节 表彰先进⋯⋯⋯⋯．．⋯⋯⋯⋯⋯⋯⋯⋯⋯⋯⋯·(244)

第三十四章 治保工作⋯⋯⋯⋯⋯⋯⋯⋯⋯⋯⋯⋯⋯⋯(244)

第一节 建立治保组织⋯⋯⋯⋯⋯⋯⋯⋯⋯⋯⋯⋯⋯⋯(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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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治安保卫工作⋯⋯⋯⋯⋯⋯⋯⋯⋯⋯⋯⋯⋯⋯(244)

第三节 治安保卫先进单位⋯⋯⋯⋯⋯⋯⋯⋯⋯⋯⋯⋯(245)

第四节 刑事案件的处理⋯⋯⋯⋯⋯⋯⋯⋯⋯⋯⋯⋯⋯(245)

第五节 平反冤假错案⋯⋯⋯⋯⋯⋯⋯⋯⋯⋯⋯⋯⋯⋯(246)

第三十五章 重大事故⋯⋯⋯⋯⋯⋯⋯⋯⋯⋯⋯⋯⋯⋯(247)

第三十六章 总附录⋯⋯⋯⋯⋯⋯⋯⋯⋯⋯⋯⋯⋯⋯⋯(247)

一、公司科室职责范围⋯⋯⋯⋯⋯⋯⋯⋯(247)

二、各级领导岗位责任制⋯⋯⋯⋯⋯⋯⋯(253)

三、行政管理方面⋯⋯⋯⋯⋯⋯⋯⋯⋯⋯(255)

后记⋯⋯⋯⋯⋯⋯⋯⋯⋯⋯⋯⋯⋯⋯⋯⋯⋯⋯⋯⋯⋯⋯⋯(257)后圯⋯””⋯”⋯⋯⋯“⋯⋯”⋯⋯⋯⋯“⋯⋯⋯⋯⋯⋯⋯⋯L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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