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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河北省商业志》问世了，这是我省有史以来记载商业经济活动的第一部志书。它为资

治当代，惠及后世，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推进商业体制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

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经过四十余名同志近三年时间的辛勤劳动，搜集了约5千万字的资料，根据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实事求是，详今

略古的原则出发，对资料进行认真筛选，分类整理，编纂了这部内容翔实的商业志书。本书

较全面，系统，准确的记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商qkt季,营，管理活动，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客观

规律。

《河北省商业志。》的内容是按照《河北省志》编排目录的要求，结合商业工作的实际情

况编写的。全书包括l商业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商业计划统计，财务、物价，储

运，基建，劳资、科教，集体与个体商业等行政管理职能，办法，政策和规章制度的沿：草变

化及各个行业的产生，沿革，经营政策，行业管理和购销成果等。

在编写过程中，受到了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及时指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以

衷心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又缺乏经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王印楷

1987年11月18H



尼， 例

《河北省商业志》是我省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发生在河北大地上商业经济活动的志二协·其

编纂指导思想，编纂原则和体例规定如下I

一，指导思想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较为系统，真实，准确地记述我省商业的历史与现状，为我省商业工作

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二)，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用新的观点，新

的方法，充分反映我省商业的发展和变革，重点记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成果。

=、编纂原则

(一)，坚持创新原则，力求体现新时期的特点及河北商业的特色。

(二)，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揭示我省商业发展的本质，反映商品流通的

客观规律。

三，编纂体例

(一)，编纂时瞅，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凶事而异，适当追溯，‘}?艰断至1985年

年底。

(二)，篇目体裁，横排竖写，先横后竖，以事贯通。采用记、图，志、表桕结合，做

到文表并茂，以文为主。文体用语体文。

(三)，志书结构，本书分章，节，目，目下凶事而设若干档次．书酋设概述，火事记

以下扶管理职能，行业管理分章记述，纵向成篇。

(四)，文字与标点，志书字体一律以1986年10月5口《人民口报》重新发表的《汉字

简化办案》为准。标点符号一律以1951年国家出版总署公柑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五)，数字，志书中所设统计表，计量，型号、代号，数字等，一律以1986年12月

，31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

务院办公室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冶。

(六)、朝代，年代，历史纪年，朝代为××朝代(公元××年)，地理名称，各历史

时期的政权，官职以及度、量、衡计量单位等均以当时习惯称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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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商业服务楼

九八五年全国商业系统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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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天府，酒家的花园餐厅

石家庄市饮食公司碧海餐厅海味幸福宴



商业部系统先进企业秦皇岛市山海关综合糕点 山海关综合糕点门市部经营场面

】市部

秦皇岛市外轮供应公司海员商店 海员商店内景

北戴河商业局食品加工厂火腿肠 唐山市食品公司猪肉联合加工厂出I=1分

荣获1981、1982年河北省和商业部优质产品奖 剖肉加工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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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商业系统文明单位
唐山市百货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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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建国路市场

马家老鸡锸清真卤煮鸡荣获商业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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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老字号店铺 万宾楼饭庄

保定冷冻厂外景

毽≤≥≥
涿州市张飞卖肉的古井与

京南古道

蘩懿瑟磋墓趣静阀

保定特产——槐茂酱菜

荣获河北省及商业部优质产品奖



保定市饮食服务公司望湖春饭庄

的白运章包子餐厅

保定名牌传统风味白运章包子曾在1958

年全国包子食品质量评比中一跃夺魁

保定传统风味饮食公司怡春园抓炒鱼

创于清末

张家口市先锋副食蔬菜商场

保定石油公司南库金属罐区一角



石家庄油库粘油高架罐区

晋县石油公rd轻油泵房

卢龙县朱各庄油库

全省商业系统文明单位

廊坊地区糖烟．酒蔬菜公司综合经济效益总

值连续四年在全省同行业中夺冠，图为洽谈业

务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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