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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馊留
▲商业部部长胡平1991年6月8日来我市视察，为市商业局题词

▲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1991年3月31日来我市视察，为景德镇饭店题词

放潦了函噫群謦r犟等像锁饭詹点首翁勋稆设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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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商业志》评审会

▲《景德镇市商业志》评审会议

▲《景德镇市商业志》评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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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业局办公人楼

●市商业局领导班于：

党委书记、局长刘金水

(右三)、副书记吴永

春(右六)、副局长罗

培森(右四)．副局长

方育沪(右：，．纪委

书记胡成椿(右五)，

副局长粱生文(右一)．

副局长徐坚(右七)



▲瓷都百货大楼 ▲江西省石油公司景德镇市公司石化大楼

▲景德镇饭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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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变化公两五交化商场

●市五空化公司光明商场

◆市百货公卅第1_盯货商场



▲市酒厂生产的景德大曲酒，龙珠大曲洒多次在全国及省、地区级评比中

▲百年老店公和第一圃 ▲公和第一圃特二级厨师许}作月



▲市蔬菜水产公司中

渡丌蔬菜批发市场

r

平酿酒厂

●江西省石油公司景德镇市公司历尧油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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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业储

运公司太白

同仓库群，

经济警察在

库匣内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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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汪锡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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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笔 汪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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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审稿 冯世祥(景德镇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编纂办公室主任 洪云卿



序
刘金水

《景德镇市商业志》，是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点的新志书。志书的编纂出

版，是一项浩瀚繁博的文化建设工程，是我市商业流通战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丰硕成果。志成之际，欣然命笔，谨略数语，以予贺忱!

流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产销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

间的纽带和桥梁。《景德镇市商业志》，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系统地、全面地记载了
商品市场、行业沿革、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它是一部实用的商业资料，
为研究商业流通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历史依据。

鉴古观今，察往思来。《景德镇市商业志》的重点记载，是建国以后的市场、行
业、管理的发展变化情况。它以大量的史实，证明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商业观念的

确立，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指导思想上，经历了从政治观点、生产观点、

群众观点，到市场观点、竞争观点、效益观点的发展过程；在认识规律上，经历了从
以生产为中心、以产供销为顺序，到按市场需要、以需定销、以销定产的发展过程；

在管理体制上，经历了以行政手段框死经营范围、指令国营商业包销产品．到以市

、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自主经营的发展过程。志书对商品流通管理的充分

反映与客观总结，将有利于商业的深化改革，进一步转变观念，调整机制与集约经

营，将为贯彻执行。规模经营、多向延伸、强化服务、高效发展"的方针发挥积极作
用。

《景德镇市商业志》的成书，是各方支持、通力合作的产物：组织其事者，为市

商业志编纂委员会；参与其事者，乃商业系统各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近百人；支

持其事者，有市方志、档案、经济、计统、财贸等数十多个单位。在编纂过程中．坚持
了实践第一的观点与群众路线的方法，立足当代，追溯渊源，规划编目，广征博采，

调查考辨．分撰总纂．反复审核．修改增删。但是，由于年代涅远，资料不全，经验缺
乏，人力有限，其成功与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忆往昔，峥嵘岁月，令人鼓舞；望明天，任重道远，前程似锦。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今天，景德镇商业战线的全体同仁，必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出
更加壮丽的社会主义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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