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娩诼窆亏甭巷杏事
吻何履

商业部副部长何济海题词鉴往开来



乃史否
河北省商业厅厅长王印楷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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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市长周德满题词



商业部部长胡平同志，来保定视察工作。

前排左起第一人为王玉岱，第五人为胡平，第六人均保定市常务副市长采绍

棠，第八人为河北省商业斤副厅长沈济群。

商业部邙长胡平同志，到保定商场视察工作，中立者为胡平



河|匕省商生斤王印精厅长，洗济群副厅长到骺定税察工作。左起。沈济埠，

王玉岱．王印楷

河北省商业斤王印楷厅长刘保定视察春供工作。左起：王堆贤副厅长、王坦

刊市长，沈济群副厅长、王印楷厅长、王玉岱局长、谭#生、崔振峰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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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商业局局长王玉岱

保定市商业局党委书记格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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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局领导与鳊志人自合影

前排左起。崔振峰、徐水一，王玉岱，谭*生、张昌吉、刘旭辉，赵案合，安文翠

后排左起：刘砚波、葛金柱、冯焕如、杜增禄、张罗、刘平、刘占海，张名高，

王志善、刘文荣，李宏茹、高天芳

国营大型综合性零售商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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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保定商业太厦

6

坚 湖 喜 饭 庄



瀚

保定牛奶厂饲养扬

省优、部优产品槐茂酱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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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优产品马家老鸡铺青奏卤煮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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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商业志》终于脱稿。

(<保定市商业志》是在市志办和商业局编志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叉的观点，通过广泛的调查研完，经过两年

的筹备，用一年时问编纂而成的。

本志按照“详今略古一的原则，对清朝末期的保定商业仅作了简要的记叙，着重记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营商业发展壮大的历史。其主要内容包括：概述、大事记、机构

沿革、对私改造、个体与集体商业、体制改革、先进人物、商业财会、商业计统，啭业物
价、商业教育、商业基建、商办工业和各行业的情况以及清苑县、满城县的商业概况，还在

附录中收集摘录了商业工作的有关规定，比较全面地记叙了保定市商业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和

国营商业在各个历史时期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做

的贡献。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向各级领导提供一些可靠的历史资料和现实的依据，不断地

改进工作。同时也能帮助广大干部职工了解保定市商业的发展历史，启迪广大职工热爱社会

主艾，热爱本职工作，为“四化"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由于保定解放前的历史资料奇缺口建国后‘‘文化大革命矽期间档案材料损失严重，给煽

写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尽管如此，我们在保定地、市档案馆、河j匕大学图书馆、市图书馆

等部门大力协助下，仍翻阅了Ⅸ民国日报羚、 ((晨报》， 《申报》、 ((大公报》、 《河北日

报))、《保定日报))等大量的历史资料，查阅档案卷宗702个，手抄资料100万字，为编志

刨遣了一定的条件。特别是各公司基层志的完成，也为编写商业志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在此

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写商业志事属新创，无成例可援。加上历史资料的严重缺乏和编者的水平有限， 《保

定市商业志》虽已脱稿，但难免有谬误之处，恳请批评指正，待续修时纠正、充实、完善，

以使《保定市商业志》成为一部科学的信史。 ‘

编者

199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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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剐

《保定市商业志》以中共中央《关子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贝fJ，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详今略古、详

独略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编纂。

：，缩纂体例和内容结构

本志共分24章，103节，总计约40万字。部分章节内容间有交叉，但从各章节的特点出发

又各有侧重。各章节结构大体一致，一般采用章、节的形式。

全书采用志、记、图、表，录五种形式。

记：按年序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圜建立前后保定商业的重大事件。

志t以简明的文字记述，1948年11月解放前的保定商业概况l重点记叙解放后保定国营

商业的发展过程及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作的贡献，为本志的主体部分。

图表t运用形象具体直观的绘图和照片，各种统计表，对商业网点、店客店貌、售货场

景以及名店、仓库等进行记载。

录：将一些有一定价值但不宜入志的资料编入附录，以备查考。

三、资料来源 ．

I、通过采访、信访、座谈、调查所取得的口碑资料。

2、查阅大量的历史资科、文书档案、会计记录和统计报表等所取得的资料。

3、查阅了旧志书、图书报刊等所摘录的资科。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解。

4、本志所用各种数字，大部分采用各级统计部门或业务部门存档的数字，个别为调查

核算后认定的数字。统计范围均以当时的管理范围为准。

四、断限

本志上限为1840年，某些章节向上追溯，下限为1988年，个别略有延伸。

五、范置

本志所记叙的范围’以商业系统现实组织机构为主。对已经划出的，合并的、撤销的单

位一般没有记述，但在叙事时则酌情记述。

六，文体文风

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形式，秉笔直书，对志书中所反映的人、事、物，是非功过、经

验教调，均寓子事实记叙之中’文风力求通俗，反对夸张。书写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

示的以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七、纪年方法’

明、清朝，民国时期，先写朝代纪年，后写公元纪年，保定解放后，均用公元纪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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