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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从1949年l i月”日成立的南褶花纱布公罚鲥吟天．的南怊笏织

站，经历了各5年的巨大变化，墩得了穰目。的成绩，积漂了事富啻勺

终验。特别是党的十一扁三中全会以来，南阳纺织站锐意改革，

开拓前进，成效尤著。为了正确反映过去弦实跋，把兰十多年来

的变化、纾验、教训，系统汇集、整理、编纂成志，硌达“借鉴

今人，受益后代”与“存史、资惠、教育"作用l'便是缡纂本志

之宗旨。

本照上述宗旨，在地区商业局及t南阳癞业志》编纂委员会

领导下，于1986年4月组建‘南阳纺织诂悫》编纂视构动手编

纂，至1987年5月脱稿。

转们编纂本志遵循的基本脬则。其一，以中共中央‘关于建

匿以来：党盼若干历史问题的泱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为准绳，从拟订志书篇目到搜集整理、筛选资料直至成书全

过程，都与上述“决议"、“决定"精神保持一致，其二，坚持

以马歹I主×、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辫证睢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丰义妙观点；其三，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贯彻“存真求实"方

针，对资料的取舍，不主观臆断，不牵强附会，不演绎引申，反

努鉴别穆实，而定取舍。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编纂本志所取的大量翔实资料、数据，主要来源于：(一)

中共南阳地委档寨馆所珍藏薛历年文书档案资料，(二)南阳纺

织站历年统计报表和彤务报表；(三)南阳纺织鲈档案室提供的

1980年以来文书档案资料，(四)南阳纺织站各科(室)纂写或

座谈提供有关资料；(五)建站初期的王杰民、焦华生、时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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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老屙志座谈提供。此外，河南省纺织品公司、河南省百货公

司、南阳地区统计局、中共南阳市委档案馆、南阳市商业局编志

办、南阳市图书馆等单位，勘、助提饿了许多资料。还有原南阳市

工商业联合会委员王丙申同志热情提供建国前南阳纺织品市场资

料及建国后对私改造有关资料。值得提出韵是，南阳纺织站马景云

同志在十年动乱期间，．在各种报表i文书档案毁于一瞬之际，他

。将1950,'--,1968年历年统计报表完整地保存下来，给编纂本志提供

了极大方便。

’编纂本志过程中；得到了南阳地区商业局《商志办》的具体

指导和帮助。．， t·

在本志脱稿成书之时，对上述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特致

以深切的感谢!

·因我们水平不高，缺乏经验，一漏错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阅

读本志书的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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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资料时限，上始于1950年，下限到1985年底。

为便于今昔对比，二匕布、机织棉布、绸缎等部分商品的生产

流通情况，适当追溯到解放前或清末民初。

二、原始资料中所使用的货币及商品计量单位名称，统一换

算为新币值及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个别

地方为了便于理解，则保持原意。

I、1949年底以前限币值以银元为准，1950年以后一律换算

为新人民币值(旧人民币值lOOOO元=新人民币l元)。

2、据中国花纱布总公司(1956)花统怡字第409号通知，

有关换算率为：

(一)机纱布一匹=32．37公尺。其中自布一匹=36．57公

尺。

(二)土纱布(含半机纱布)一匹=33．33公尺。

(三)棉花每市担=50公斤。

(四)原针棉织品计量单位“托”、“罗”、“并"、“把"

一律改为“条’’、“双”、“个"、“只”、“代”、 “公

斤"、 “公尺"。

(五)零售环节仍沿用习惯单位市尺、市斤。

三、三十多年来机构更迭变化很大，除个别地方保留原文需

要按当时称谓外，统称“南阳纺织莆"(河南省南阳地区纺织品

采购供应站之简称)。

四、文中出现“建瞧前"、“建固屉”(及同义词解放前、

解放后)习惯用词，指l 949年lo月1日中华，■氏共和国成立前、

·-——4·-——



后。

五、文中简称之“40年代”、“50年代”、“60年代"⋯⋯

均指20世纪的年代。

六、对私改造工怍，原监属物伉职能科负责，且改造前私营

棉布商一切违法活动大多与物纷育多，i文“一：翟、改造”这一目领
属于“物价管理”节下。

七、造成“三清”损失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财务管理不

严，责任尤重。故a：一--一清"一目领属于“财务会计”节下。
八、南阳纺织站是通过购销业务开展为历年生产救灾服务

的，故“生产救灾”这一节领属在“经营”章下。

九、志书中所插图片、图、表÷：编号含义：第一个数码表示

第几章，第二个数码为第几节，第三个势码是图片、图、表序

号。

十、全■崽人口数字采用南阳地区统计，：i统计ft,'．j1985年底数

字9003202人，文中实用其整数9007j‘人。



第一章 概述

南阳纺织站从建站至今，担负全区13个县(市)900万人民

衣着需求的供应任务。

南阳地区盛产棉花，为出口商品棉基地之一，柞蚕生产遍

及浅山、丘陵地带，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成为全国三大柞蚕基地

之一。在历代农业发展史上，棉花、蚕丝堪称南阳两大优努，也

是南阳针纺织业、丝绸业兴旺发达的基础。

南阳地处豫、鄂、川、陕交通要冲。区内有自河、唐河、湍

河，丹江四水归汉，入长江，桐柏河水汇淮河。在新中国成立之

前漫长时期里，依靠长江、汉水、淮河诸水路通达南北各地。西汉

中期以来，南阳与当时的京都长安、洛阳、临淄(齐之幽都)、

邯郸(赵之国都)、成都并称全国六大都市。当时南方多种物资通

过上述诸水路与北方交易，使南阳早就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枢

纽。清代乾嘉年间，南阳更成为南北物资集散地。沪、苏、浙、

晋、陕各路商贾云集南阳，商号林立，经营丝绸和京广杂货，或前店

后作，或收购外运上海、武汉而出口，促成南阳纺织品市场兴盛发

达。从1905年一一1918年间，山东的定陶、河北的皋阳、湖南的测

阳及禹县等地的土布、半机纱布开始进入南阳市场，20世纪30年代

起日本机纱布打入南阳市场，刺激了40年代南阳棉布业生产发展。

新中舀建立以来，南阳交通事业突飞猛进，以甬阢为公路交

通中心，公路网通达全区12个县、223个乡镇，各柏油路干线可与

省内郑州、洛阳、驻马店、信阳、许昌、漯河、开封、商丘、周口、

新乡、安阳等地、市连成一体，省际公路东抵安徽阜阳、台肥与

南京，上海，西通陕西商洛、西安，南达湖北襄樊、武汉。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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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焦伎铁路建或通车，在南阳穿腹晤．立，北连京。、陇、每两大趺

路干线，南接襄渝、汉丹线，更把南刚与北京、天津、上海、武

汉、广州、西安、重庆、成都、辩州等主要工业城市紧紧柜连，

成为全国名、优、新针纺织一是在豫西j乞由)i-散重镇。

1949年¨／扎1日，南阳纺-D：站日0身～～诧陌花纱布支公司成

立，成为当时同时并存的纺织品行业多种经济成份的领导力量。

1954年9月，陛家在全匡i范围内对棉花、棉布及主要针棉织品、

布制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贿统销，下同)，随后，于

1956年完成对私营花、布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南Ⅳ辖区纺织品

市场走上了由国营经济为领导地位，f氏靠供销合作社集体经济，

组织利用改造好的私商鹩社会主义纺织品统一市场。对辖区的棉

花、棉纱、棉布社会商品，完全由甫Ⅲ花纱布支公司包购、包

销，统一调拨，统一批发，统一价格，使全区人民衣着需求得到

了长期稳定的保证。

南阳花纱布公司建立初期，除了有一股子艰苦创业精神贝才富

之外，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一无所有。当时在今南阳市小西关街

zl号租赁不及600平方米i琶旧民庑作为整个办公生活用房，没有

专门宿舍，就变一历两用，一天办尘，晚上睡觉。旧庙当仓库，

广场做为放置笨重物资用场。那时到各县还不通汽车，交通非常

困难，下基层调查工作，三个人共用一辆自行车(驮行李用)，

昼行夜宿；有时传达上级紧急指示，为了绝孵保密，不能用电话

传达，便采取一人一车包一县，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及时把上

级文件传达到各县。以1950年为起，；氧数和1985年列比：固定资产

由18672元增长到247．4Ji元，办分室m34间3 10平方米扩大到9 0

间2407平方米，仓库面积由300平方米累增到866．1平方米，职工

宿舍由寝办合一发展到拥有卧室、厨房、卫生间混为一体的职工

单元宿舍楼3幢66套，加上原有宿舍共计365间6523平方米，运

输工具从一无所有发展到货车6辆。21．25吨位，小客车2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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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伞座位。

南阼纺织站经营能商品品种，从初期只经营棉花、棉纱、棉

布，逐步发展蓟今天鲢昵绒、绸缎、化纤织物、四季鬟女老幼服

装，品类齐全，品种五光十色，调拨、批、零兼营髓现代化纺织

品中型企业。商品销售总额由1951年的392万元(1950年只有收

购棉花业务，先销售任务)上升到1 985年的8798．2万元。广大人

民衣着面貌的变化，经营品种的演变，这便是：

50年代一一男女老纺一身棉，穿件丝绸很显眼。

6D年代一一卡叽华达灯芯绒，呢绒绸缎始流通。

70年代一一涤卡中长遍城乡，美观时髦是方向。

80年代～一棉、化、丝、毛争光夺彩，红、黄、蓝、绿千姿

舀态。

三十五年来，南阳纺织站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各个历史对期的

经济政策，在文援工农业生产，巩固工农联盟，为全区90 0万人

民生话服务，为国家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以及领导市场，稳

定物价等方面，都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立志锐意改革，开拓苗4进，以更有生气、更富活力、

的步伐走在堂省商行业的前头。近几年来，十三次被省、地党政

机关命名为先进党交部、先进企监、文明单位、六好企业光荣称

号，并为1986年出席全国大中型针纺织品批发企业改革经验交流

会议打下坚实基础。在这次会议上，南阳纺织站企业改革经济效

益显著的经验材辩，普遍受到审商部领导同志及与会代表们的好

评6

从1950年劐1985年，共累计供应全区人民最基本的衣着需要

一～棉布9．059亿公尺。按照这三十五年来实有累计总人口平均

计算，每年每人平均3．68公尺。而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南阳辖

区，各私营棉布业商号总计年销量(土布)最高只有10万公尺；就

是到抗日战争的三四十年代，因军需用布激增，最高年销量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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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二百多万公尺。从1963年大量收购地产棉稚算起，到1985年，

共累计收购I．69亿公尺，占上述累计供应数17．7％，为扶持、推

动地方纺织工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在领导市场、稳定物价方面，更加显示出国营企业的威力。

南阳纺织站利用自身优势，淡季存，旺季投，调节供求，平抑市

价，保持针纺织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保障人民生活随着生产不

断发展而逐步得到改善。据历史资料记载，从1955年～1982年底

这28年间的自棉布、兰平布、二六元贡、色卡叽布、男女汗衫、

卫生衫、毛巾、软缎被面8种主要针纺商品能零售伤格来看，持

平的3种，上升的2种(幅度0．02一一o．04％)，下降的3种

(幅度0．02一一0．07％)。

三十五年来，累计给国家上缴利润总金额2934．2l万元(缺少

1950一一1953、1958一一1960、1966一一1969年等11年数字。

1970年一一1973年是百、纺、交电合在一起数字。1974一～1978

年是百、纺合在一起数字)。从历年完成的利澹额看，虽因种种原

因有升有降，但除1955年外，从无发生经营性亏损。箱别是进入

20世纪80年代，全面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商品流通由层层

分配、凭票供应变为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

道、少环节敞开供应的局面。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竞争激烈，在这

种新形势下，南阳纺织站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出来

又经过不断充实完善的“三坚持两为主"经营方针，即“坚持社

会主义商业道德，以信誉取胜，坚持薄利广销的原则，从广销中

取利，坚持重点为大顾主服务，以优质服务取信，进货以货源基

地为主，销货以经济区为主。"同时加强信。g,m作建设，使经营

决策建立在可靠信息基础上。瞄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调动全员

积极性这两个靶环，以成立考核办公室为中枢，改革奖金分配办

法为突破口，继而在干部制度、领导作风、民主管理、商品管

理、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深化自身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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