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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广元市新华书店第一次经理、财

会、业务会，市委副书记周之常同代表们合影。



一九六五年广元县农村发行工侔会议，县人委，县

供销社，文教科领导千喜R与伫寰曩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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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芷广元发行为书!j一部杼亍



序

值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百业兴旺．广元书

店响应中央号召，编史修志，这是历史赋予的重任．该志文’

写，在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支持下，经三年多来的编写，第

一部‘广元书店志'终于成卷，奉献给大家．。 ．

‘广元书店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二

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

的观点，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按严征博采、磷撵竖写，详分
略古，述而不议的原则，记述了广元近百年来书店的历史和蠹

现状，特别对广元新华书店35牮多散由创建发展到今天初具

规模的历程，以及广大职工在图书发行这条战线上，为宣传．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和政祷的路线，方针’|政策一

传播一切有益予社会发展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并满足人乙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他们付出许多汗水和心血，默

默地将各类图书资料和社会信息，一册册、一本本传送到千

百万读者手中，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业绩，作了翔实的记

述．

本志资料可靠，记述全面，选材典型，重点总结了新中

国建国后广元新华书店在前进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基本上

反映了作为JII；li：边远山区，又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的图书供

需规律，特点，有一定的科研价值和文史资jlsI=价值．

正可镑鉴，恶可戒微．因此，本志若能作为书店同行

·费治、借鉴，教化一的参考。对后者有所裨益，我们就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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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实是外行，在边学>-3、边探索中

在所难免，望大家多多赐教。
“

编纂者

， ‘9：9年5月



屈 例

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及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本志选择资料，撰写记述的指

导思想稻基本原则。

二、《广元书店志》，含解放前的民营书店，解放后的

新华二}；店广元支店、广元县新华书店、广元市新华书店。

三，断限t上溯到涛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下限至

1985年底。

四，体铡。以章、节、目为结构，由记志、传、图、表

录组成。全志分5章、16节，32目，设图3幅、表lj张、照片

7帧。
。

五、资料：以档案资料，老职工笔记、书扎、口碑，及

社会知情人士的回忆为主。
‘

六，文体一用语体文记叙体，横排竖写。以类系事，详

今略古。大事记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文字力求朴

实。

七、记年t～律以公元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

崔清朝黟，“民国"年号后面，均用括号注明公元年代。

八、数字，记述中的年月，金额及表格中的数字均用阿

拉伯字．

九、附录。凡有价值的事件不能入志者，均收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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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广元是四Jll北大门，与陕西，甘肃接壤，’川陕革命根据

地之一，人口78万。境内煤，铁，硫磺，天燃气和稀有金属

矿箴丰富。解放后工业，交通发展迅速，文教事业随之兴

旺，现巳办起函大、医大、电大3所，中技校，职业中学、

普通中学34所，小学107'3所，学生159，800人。有各类科研机

构5个，犬、中，小型图书馆(室)95个。随着文教事业的

速迅发展，人们对图书需求与日俱增，图书市场因之日趋繁

荣。

解放前，广元仅中学3所，简易师范学校l所，小学185

所，学生不到7，，000人．最早的书店，柯记书店始子清宣统

=年(公元1910年)，此前均系摊贩流动售书。三十年代中

掰，仅_广文彦、“广新黟、“大同一三家私营书店。民国

29年(1940年)国民党广元县党部书记长侯元坤开办“中国

文亿服务社广元分社纾，垄断全县中，小学课本发行，3家

私营书店先后垮台，只后起的搿晨钟书店一延到解放前夕歇

业．

1949年12月14日广元解放，1950年2月中国共产党剑阁

地方委员会(1951年改广元地委)宣传部抽贾仲伊，屈用柔

杨成江等同志筹建新华书店，经两月筹备，4月7日“新华穆

店广元支店第宣告成立。是四川首批建起的新华书店之一。

1953年广元地委撤并绵阳，广元支店改属中共广元中心县委

宣传部领导。随中心县委撤销，1958年更名为“广元县新华

书店雳．1985年广元建制为省辖市，7月，搿广元县新华书

I



店黟升格为“广元市新华书店砂。

历史在前进，书店在发展。建店初书店工作人员仅4人，
1 985年底发展到48人，增长ll倍。店址4次迁移，6次兴建，

建店初仅200平方米面积的木结构平房，现有新式建筑楼房

两幢，平房三幢，分设图书营业厅，教材门市部、办公楼，

图书库，中学课本库，小学课本库，职工宿舍大楼，以及宝

轮院门市部，总面积3702．5平方米，为建店对的18．5倍。19

52年固定资产1680元，1985年增长为572597元。建店初的设

备，仅旧书架2个，玻柜1个，现拥有大小汽车3部，新式书

架38个，玻璃柜台21个，仓库、中转库有铁制书凳40个，书
。

架40个。随着事业的发展，职工工资亦逐年提高。建店初职

工是供给制，每月只有1．5元另用钱，1 952年改工资制后，

经6次调级，现全店职工月平工资67．43元。

回顾广元新华书店的图书发行工作，道路曲折，有起有

伏。1950年广元支店因担负着剑阁专区所辖县的图书发行任

务，除负责广元的图书发行外，经常派人去各县帮助开展图

书发行业务。那时除剑阁外，其余县不通公路，发行人员常

用人背，马驮，或滑杆运书到各县发行，任务十分艰巨。当

时各县尚无发行机构，发行人员还要帮助建机构，先后在剑

阁，江油建立图书分销处，昭化，旺苍，青川、平武、；ll：Jil
。

建起图书代销处。1951年执行川北行署命令，将上述7县的

分，代销处改建成县矽人民书店，发行业务仍由广元负责， 。

广元专署撤销后，各店业务转归绵阳支店．
’

建店初发行人员无经验，但积极性很高。当时配合政治

运动的书居多，时间性强，农村无售书网点，为尽快将书发

到群众手中，委托区乡干部代发，而区乡干部用行政方式简

单层层下发，出现了强迫摊派的错误。1932年按上级指示，

作了纠正。从此，书店固定两各流动发行员跑农村，常年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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