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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地区物资

1 9 5 8·---。-—。1 9 9 4

局志

柳州地区行署物算局编印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柳州地区物资局志编纂小组》

组 长 石世滨 (局长、党组书记)

副组长 郭明东 (瑶、副局长)

主 编 江容国 (原局长、党组书记、退休)

李建镇 (原党组副书记、退休)

成员 陈家新 (壮、局办公室主任)

蓝海蓝 (壮、女局经营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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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流通．是社会整个商品流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是社会再

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王彳：节．．在【竭民经济运转巾起着“桥梁"和“纽带”

的作jij。

柳州地区物资局．在为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地区工农业生产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将柳州地区物资管

理、物资经营、分配供应、机构体制的变革和职下队伍的发展，如实的记

述编印成册．作为一部物资工作发展史记，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

务。起到“鉴古知今、承先启后”的作用．是历史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职
j三
贝o

1 995年3月’成立《柳州地区物资局志编纂小组》．抽调了人员，成

立了办公室。在编蔡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文件、登门拜访，

召开座淡会，在此基础上编修成这部11万字的志书。

由于历史原因，泖州地区物资机构建立后．历经两次机构合并、三

次统管、分管的变更，加之遭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1969年以前的资

料基本失散被毁无遗．现存的一些片纸只字中．资料残缺不全。加上我

们编写水平有限，此志书中的缺点和遗漏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批评指

正。

‘

在此．{篷向为指导编写本志的柳州地区史志办、地区计委、以及提

供¨碑资料、文字资料的地区档案局和地区物资局离退休老同志等一

并j籴表i射意。
。

杉9州地区物资局物资志编纂小组

一九九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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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署副专员韦家国(左二)、副专员

曾令山(中)到局指导工作

▲柳州地区行暑物资局大门

▲地区物资局历任主要领导人：第一任局长赵惠民
(左四)、第二任局长史恩(左五)、第三任局长江容国
(左六)、第四任局长石世滨(左一)、第一任党组书记周
兆熊(左三)、第二任党组书记钟锡仁(左二)

左自右副局长林永
党组书记、局长石

曰p、，f≮．09e

●一座13层譬星平方米的物资综合大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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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物资信息咨询中心

v职工在听商品知识课

丫局工作人员在通过

微机传递物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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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物资局历届领导、地区地方志研究室、地区

计委领导在地区物资局讨论修改局志资料

●
金
属
回
收
公
司
仓
库

▲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仓库

▲一年一度的年终表彰大会。地区行署副

专员韦家国给先进单位、工作者颁发奖状

●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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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柳州地区物资局位于桂中腹地柳州市。

柳州地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东北与湘西南交界，西北与

黔东南接壤，东邻桂林、梧州地区，西niti．-／池地区，南与玉林、南宁地区

相连，土地面积2．68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交通有湘

桂、黔桂、枝柳三条铁路干线横穿地区的鹿寨、来宾、融安、三江、融水五

·个县，还有一条支线由来宾至合山市的来合线。航路从融安县经柳江河

可直通广州、香港。境内公路有3269公里。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有色

‘金属矿产、煤。 ，

’

柳州专署物资局是1958年12月成立的，是行署主管物资的业务

部门。在此以前，地区没有专门管理和经营物资的机构，地区所需物资

由自治区计委分配，经专署计委平衡下达，通过地区商业部门调拨供

应。地区所辖17个县的物资机构在1961年底以前均先后成立了物资。

局。至此，柳州地区物资流通体制初步形成。

柳州地区物资流通体制的变革和发展大体可分为3个时期，60年

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誓文化大革命"和整顿恢复时期；1979年以后改

革开放时期。．

地、县物资机构刚建立，就面临着国民经济调整，各行各业都在贯

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段时期，中央

对物资工作十分重视，刘少奇同志亲自指导了物资工作的改革，并针对

．物资流通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散、乱现象，从调整时期国民经济的形势

和任务出发，制定了物资工作“集中统一、全面管理”的方针。同时，加强

了物资机构的建设．1 960年5月将国家经委物资管理局改建为国家物

资管理总局，1 964年9月，中央批准成立了物资管理部。至此，全国的

物资管理和经营体系基本形成，并且也有了一套较完整的物资管理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经营章程．使物资的申请、分配、供应逐步走向Ⅱ：轨。

柳州地区的物资流通体制是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进

行管理的。地区对县物资局除人员由当地政府管理外，物资供应和财务

核算均由地区物资局垂直领导，物资供应上基本按需用物资单位的隶

属关系．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供应原则组织供应。有效地克服

了物资管理和流通中的散、乱现象，促进了调整任务的实现和工农业生，

产建设的发展。这个时期地、县物资机构普遍地得到加强，经营机构和

经营设施也得以充实．经营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也有所提高，深为各主

管部门和厂矿企业的信赖。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对发挥市场凋节作用和

解决分割中造成的流通堵塞以及物资分配中不符客观实际带来的苦乐

不均等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有限的物资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1965年10月，自治区经委、自治区物资局为了解决物资流通体制

中的弊病，在柳州试行按经济区域调整物资机构，按合理流向组织物资

供应。将柳州地、市物资局、自治区在柳#1-级站合并成立柳州地区物

资管理局．并在人、财、物方面实行垂直领导，归自治区物资局管辖。机

构合并不到一年时间，按经济区域组织物资供应的具体实施方案尚未

完整．物资分配计划仍归地、市计委平衡分配．流通渠道基本未有改变，

就面临“四清运动"。地区物资管理局被列为运动的重点，1966年4月．

自治区四清工作队进驻物资局，局领导全部靠边。“四清运动"还未结

束，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工作队自动撤走。在文化大革命中，

地区物资管理局被当作“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产物”受到错误批判和冲

击。

十年动乱中．物资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国家物资部和大部份的

省、市、自治区的物资厅(局)被撤并．广西区物资局亦被撤并到计委，当

时地区物资管理局虽未撤销．但已名存实亡，局机关处于完全瘫痪状态

之中。地、市物资工作由物资局分别抽派3名干部回地、市革命委员会



生产指挥组计划小组办理有关地市物资工作，其余干部全部离开机关

集中到农场办班搞“斗、批、改”，直至1969年底，地区物资管理局才正

式消失。地区物资机构在十年动乱中，受到极左路线的冲击，原有的干

部队伍和固定资产均遭到严重的破坏。

1 969年10月，地区为了解决工农业生产建设对物资的需求，建立

了《柳州专区物资供应服务站》，1973年2月，改建为《柳州地区革命委

员会物资局》之后，随着地区革命委员会撤销，成立了柳州地区行政公

署，物资局亦更改为《柳州地区行政公署物资局》。十年动乱中被撤并的

地区物资机构，又相继恢复和发展。地区物资机构的恢复和建立是在极

为艰难的情况下，几乎是一切从零开始重新组建。

值得庆幸的是，柳州地区各县物资部门的人员及经营机构和经营

设施在“文革”中未遭到撤并，只是由“文革”中使用的《站、组》名称，恢

复为×-×县物资局，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状况。

这个时期，物资流通中的散、乱情况又有所抬头。由于计划分配物

资的品种、规格不对路，又可惜有限的指标过期作废，因而造成了一些

地方和用户库存中出现了货到地头死的现象。为了生产、建设的需要，

出现了采购人员满天飞，造成了人、财、物的极大浪费。地区计委为了解

决分配指标中品种规格不对路和分配数量的不足，决定将分配指标中

不适应的品种由地区物资局统一组织调剂串换。并每年从地方资源中，

拿出一部份木材给物资局外出协作，协进地区需要的物资，弥补计划分

配的不足。

这个时期，为了理顺物资流通中混乱状况，专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

挥组制定了《柳州地区物资管理试行办法》，对全地区的物资申请、分

配、供应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内部管理方面逐步恢复和健全了各项工

作的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物资流通逐步步入轨道。

1978年以后，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集中物



力。保证重点生产建设的需要，重要物资又恢复了统一调拨制度。为了

加强物资的统一调度，平衡物资系统内经营的赢亏，自治区物资局从

1979年起对地、县物资局及其所属公司的财务、资金实行由自治区统

一管理。地、县物资局财务、资金归区统管后，较好的解决了边远县物资

局经营亏损问题。统管到1 982年，又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地、县

物资局的财务、资金又下放到当地财政管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带来了生产建设的大发展；

长期以来物资供应全l酊紧张的状况有了缓和。在经营方面，由于理论上

冲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框框，解脱了长l{Ij以来的计划经济的束缚。

地、、县物资部门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指导下，对固有

经营分配调拨型转向经营服务型，由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手段。对地、县

物资流通体制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地区物资局也从1977年至
· 1 979年按照商业经营模式相继成立了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燃料公司、

金属l田收公司、机电没备公司、金属材料公司、化工建材公司等6个专

业公司。1 986年7月，地、县物资局与物资公司即实行“两块牌子、一套

人马”，对外挂物资公司的牌子。并按照企业法对各专业公司实行经理

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联利计奖．大大的激发了职工的经营积极性。

各专业公司在经营上广设网点，门市供应点，物资流通开始出现了远购

远销、大买卖、大流通的势头。 ·

1 992年行署义批准成立了物资总公司。总公刮成立后．新增r总

公司物资经营部、物资贸易公司。1 993年10月．地区行署又批准成立

物资企业集团总公司。至此．地、县物资部门彻底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

的供应模式。物资供应沿着市场经济渐进．物资销售额1 992年达2．9

亿无．与1 978；-l：N比增加几倍，经营盈利786万元．比1 978年相比增

加20．6倍。物资流通出现了新的面貌。

4



一 ’大 事 略 记

1958年 ▲ 12月柳州专员公署物资供应局成立。赵惠民局长。局址

设在行署大院内。
．

’

1959年 ▲

1960年‘▲

▲

1961年。▲

1962年 ▲

．▲

3月专署物资供应局在宜山县设立厂矿清仓物资、设备

收购站。

自治区物资局委托专署物资供应局在柳江县洛满公社

境内筹建并代管101仓库。

11月专署物资局与柳州市物资局随行政区域合并，局

址迁至原市委大院内。
’

．

4月专、市物资局又随行政区域分开，局址迁回行署大

院内。

5月赵惠民局长赴上海与上海市金属公司建立了柳州

地区物资局第一个对外协作关系。

11月国家物资总局邓存伦副局长来柳视察物资工作。

在柳期间接见了专、县物资局长，并作了重要讲话。

1963年 ▲ 自治区物资局委托专署物资局代管的洛满101仓库移

交给区物资局杉p#1-级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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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 ▲ 7月自治区增设河池专员公署，原柳州专署物资局管辖

的天峨、南丹、河池、环江、宜山、罗城六个县物资局划归

河池行政公署物资局管辖。

▲．10月自治区在柳州搞物资机构按经济区域设置试点，

： 将自治区物资局柳州二级站及其各专业公司、柳州专署 ．

物资局、柳州市物资局合并成立柳州地区物资管理局，

赵惠民任局长。局址在柳州市北站路。人、财、物三杖垂

． 直自治区物资局。

1966年 ▲柳州市开展城市“四清”运动，自治区“四清"工作队进驻
‘

柳州地区物资管理局及其所属各专业公司。

▲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工作队年底撤走。

1967年 ▲’元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令权”阶段。局机关被“造反

派"夺权，由于派性对立，扰乱了正常工作秩序。

1968年 ▲ 柳州地区物资管理局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脱离机关．集

中到雒容农场二队搞斗批改。

1969年 ▲ 十月“柳州专区物资储备转运站”成立。站址在三中路

’1 55号，原地区像章厂旧址。

▲ 1 2月柳州地区物资管理局、赵惠民主要负责人职务自

然消失。

1970年 ▲ 2月“柳州专区物资供应服务站革命领导小组"成立．江

容国任负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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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71年 ▲ 地区革命委员会将三中路90号地区公安处、区劳改办

事处之间低洼空地4000平方米划给物资站作建仓库用

地。

1972年 ▲ 6月史恩同志任物资站主要负责人。

▲ 9月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带町定了《柳州地区物资

．管理试行办法》。
‘‘

▲ 1 2月“文革"以来第一次召开各县物资站、组工作会议。
●

1973年 ▲ 2月柳州专区物资供应服务站改建为柳州地区革命委

． 员会物资局．史恩任局长。

． ▲5月制定了第一个物资局工作制度。．

1974年 ▲地区物资局在柳江县进德公社火车站对面征地破土动

。工建水泥库。’． ，

▲局规定干部职工每年参加集体劳动不得少于60天。

～

1975年 ▲ 10月地区物资局会同柳州铁路局、柳州水泥厂组织水

泥小运转。抽调各县物资局干部、县民兵500余人，奋战

五昼夜，接运太阳村水泥9400吨．支援了水利建设。

▲ 地委、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各县县委书记在会议期间；

．·

’‘

到水泥小运转现场看望干部民兵，并参加装卸水泥劳

动。
，

‘

▲ 5月根据自治区机电设备普查办公室布署．对柳州地区
’

11个县、21 0个企业的机电设备进行了一次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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