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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宾馆外景

兰州短店

▲甘兰饭店外吊

▲兰州饭店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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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照相馆外景



▲金城美发厅的理发师正在工作

▲意姆登干洗总店外景



▲友谊饭店外景

▲甘肃省第一束中外合资企业——兰光彩色冲印公司



▲硝北宾馆外罱



卜上每照相馆

●正在建设中的迎宾饭店南楼



▲兰州市服务业系统的福利设施之一——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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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服务业常常是形成一个城市的先导和胚胎；凡是有人类聚居

活动的地方，就离不了服务业。服务业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

展，同步扩大，成为体现一个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

兰州市服务业，主要指旅店、理发、洗染、照相、浴池等行

业。其中最早出现的是旅店业。自西汉武帝(公元109年)开发

河西四郡后，“金城便成为通往西，域，沟通中原必经。丝绸之

潞’的孔道。"①金城关(今中山桥北端一带)是古“丝绸之

路矿的四个重要渡口之一，就有客店存在。至北宋(公元1068年一

1081年)，兰州成为西北“茶马互市黟的中心转运站。骆驼、良

马、牛羊、毡毯、甘草与丝织品、瓷器、粮食、茶卟的交换，促

进了兰州服务业中洗染业的发展。至清初．(16诒年后)，：兰州不

仅成为西北“茶马互市"的总站，而且成了羊毛、药材的集散中

心。服务业中的旅店、染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漫漫的历史

长河中，兰州逐渐成为西北重镇，兰州服务业也随着朝代变化、

城镇变迁而不断的发展变化。沿用至今的沙并驿、十里店、骆驼

巷、榆中甘草店等地就因当时旅店、客栈(骆驼店)繁多而得名。

。自西汉武帝(公元109年)时兰州服务业的出现至今，服务

业几经盛衰，从驿站、小店、担贩到形成行业体系，历经了四个

大的时期。

一、民国时期

民国初至抗日战争前(公元1936年)，兰州城市人口有lO万

①引自《兰州市文史资料》第一辑．



人，服务业网点40余户，且无管理机构，店小，设备简陋，大多

集中在现今的城关区一带。旅店业中除华兴、华盛、陇海、中华

等9家较大的旅馆外，其余皆为脚店、车马店、骆驼店等小店，

理发业除在南关附近有几家夫妻(父子)店外，担贩很多’照相

业有7户、收费甚高，生崽清淡l浴池业5户，无女浴室，洗染

业只有lO余户染坊，多为染色，还无洗衣业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兰州非日寇沦陷区，城市人日发展
为17万人。流动人口陡增，服务业网点猛增，由30余户增加到近

60户。 ，

1941年7月1日，兰州成立市政府后，兰州市商会联合会及

服务业各同业公会相继成立。当时虽无“服务业扩这一统一名

称，但服务业所属的旅店、理发、照相、洗染、浴池行业发展甚

快，原因是流动人口增加和各行业有其管理机构——同业公会。

迄止1945年，兰州市服务业网点达240余户，这对城．市人口只有

20余万人的兰州来说，实为可观。

=、置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2年10月：天兰铁路通车。兰州市西固区、阿千镇区、东

岗区及七里河区成为王矿开发区，兰州市流动人口俱增，服务业

中旅店业十分紧张。1952年至lS54年i叙旅店增加了47户，缓解
了兰州市住宿紧张的矛盾。 ，一i’o：．。 、1．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改造的胜利，兰州市

服务业形成了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行业体系。同年，上海迁兰企

业陆续来兰州。上海迁兰企业从设备、技术上为兰州的照相业、

理发业、洗染业带来了新的变化。
’

为了适应兰州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兰州市服务业从1956年

始，在调整、分类、合并网点人员的基础上，把城关区的部分网点

迁移到西固区。阿干镇区、七里河区及东岗区，从而扩大了服务

网络，巩固了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服务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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