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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汉口陆路菜行发源地．黄陂街、异平街、风麟街

带。今汉vI大兴路东段，长沙巷咐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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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蔬菜公司，经群策群力，为本市编撰了第一部

，盘 《武汉市蔬菜行业》，实为行业一大喜事。我因多年经管二 。

“

商系统工作-尤对早期蔬菜管理机构从无到有之组建，购销

业务从小到大之开展，以及方针政策之研究制定，均直接筹

划主持，感受颇深，嗣后蔬菜工作仍一直属二商业局领导，

对蔬菜的经营，购销等重大改变．亦过问较多，由于历史渊

。

， 源关系，兹当此书脱稿付印之际．特作序以记。’
“

一 ，

’

武汉地处中原，襟江带汉，水陆交通称便，素有“九省
：

通衢"之美誉。早在汉，晋时代，已是有名的商埠。明，清

以来，发展迅速，国内外商贾麋至，百货汇聚，市场繁盛．
”

’

为华中贸易之距区，物资集散之中心。1 。

。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工农业、交通运输，商业的飞

。

． 速发展。武汉以其地理优势作为长江中游对内对外之贸易港

。 口，市场更是欣欣向荣，历史形成的物资集散地的特点，更
÷

’

加突出。
’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国富民政策深入人心，武
‘． 汉市场各行监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这就为“盛世修志”刨

”

。造了良好条件。
‘

，

。

一九八一年后，蔬菜经营部门党政领导和有关同志，在
。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市第二商业局修志办公室的指导

j， 和帮助下，建立了修志领导小组和编写班子，开始工作．



蔬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主要副食品，与人

民生活密切相关。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各级领导一直对蔬菜

工作十分重视与关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旧《县志》、《物，志》对蔬菜购销少有记载，其他历史

资料也只片言支语，尽管如此，经过全体编写人员的艰苦努

力，以近五年的搜集资料，考证，调查研究，编撰，进而数

易其稿，始成志。此书根据行业特点，汇集了建国前蔬菜行

业发展历史和经营概况，建国后，国营商业经营蔬菜以来的

方针，政策．支持生产，，购销价格，收购．分配，盈亏状

况囊贮存保鲜，内购外调．装卸运输，零售供应，集市贸易

等真实史料，编写成册。全书内容广泛，文字通俗，考证翔

实。读后，深感编撰人员付出了艰辛劳动，为本行业作了一

件有益的工作，其文笔虽不尽合志书要求，但它集中的资料

既对当前不断完善蔬菜购销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是为后者留下行业发展历史，购销变化，经营得失，经验

教训的纪实，因而，它仍不失为蔬菜行业一部有价值的参考

史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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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宝

一九八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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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武汉市蔬菜行业》在武汉地区历史上是第，_

一． 次，还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详

今略古，纵不断线，横不缺项，考证翔实，、突出行业特点，

修志为q四化"建设服务，。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指示精

神。结合本行业自身特点，在编写体裁上，力图突破旧志体

例，冲破多年来‘左’的桎梏，尽量使其符合有时代特色和

+行必特色。如实地把行业的经营历史和现状写出来，纳入志

书。惟蔬菜商品在产供销环节中变化多端，市场供求起伏性
，’ 大，购销政策性强，组织机构变动频繁，它的购销和分配关

‘

系又有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殊性，这就为本书的编撰带来了

较大的困难；。’? ，

，在资料方面，搜集的建国前有关文字资料，只有片言支
。 语。建国后的某些年份资料残缺不全，特别是十年浩劫对栉’

案的破坏散失极为严重产在占有的资料中；又有某些具体情

节与实施情况不尽相符之处。有些关键性的资料，则又是
． “试行草案”多，“安排"多，“讨论稿"多J “总结

少，，，分析性资料少，还有个别重大产销活动的有关资料出

现空白。 。

’

‘

，，、‘

’

· 。

据此情况，我们采取了走出去(走访)，请进来(召开

专题座谈会)的办法，向知情人请教，追记，核实，形成系

统的口碑资料来弥补“纵，横’’的缺口，然后，再经过分



类，顺序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筛选排比．按编目的

要求．门类的划分，编写出“以纵为主．纵写横分"的章节

全貌。 ，

《武汉市蔬菜行业》的建国前部份，引用了少数“文言

文乳史料，为了尊重原作’，未作更改。行业术语均作了注

释，’其他章节完全用现代书写语言。 。
．． ．t

： “引用文”根据资料灼可选性和章节的长，短．繁。

简i采用了嘣文内注班或不注。
一

本书以章，节，日．子目立著。全篇以志为主，以图表

为辅。
“’

本书对兰十三年来产供销环节上的主要得失，不作议

论，但为了让后人了解这方面的经验教调，作了“寓观点子

史料之中”的记载，有些节目的上下衔接，也作了些“划龙

点晴”的承接。
’‘

‘，

’

，

．一

大事记；凡本行业影响较大而又突出的事例，均分类，

按年限顺序列入大事年表，起讫时闻是1953——1985年。

附录，主要辑录了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对

本系统发布的有关“产供销工作方案"，“决定"，“会议

纪要，，．“总绩讲话，，，以及物价方面的文献资料和武汉市

第=商业局、市蔬菜公司对蔬菜服务站，菜场发布的有关

“规定"．“条例”，“守则”等。(摘要) ，

附表，凡历史性较长，而又是行业的重要购销数据，统

计资料，皆列入附表。 ，

·。

断限，从18j8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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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蔬菜公司大事年表

年代

J953

1953

1954

1954

1955

“

大事 纪要

8月，武汉市合作总社业务经理部建立蔬
菜科，开创了武汉历史上合作社经营蔬菜
业务的记录。

。

，

‘

9月18日，合作社经营的第一家菜场一
永安菜场和和平．杨子街两家分场(点)

开业。
’

3月J日，市合作总社开始接收轿口建农

合营瓜菜薯行．改为矫口蔬菜供销站同月

6日，9日分别接收江岸区联农，武昌区．

利农两家合营瓜菜行，改为分金炉，胭脂’

路蔬菜供销站，同年底又建立武昌何家垅

菜场。

6月18日，江岸区合作社组建了武汉市第

一家由菜贩组成的兰陵菜场蔬菜互助纽。

3月6日，成立武汉市供销合作社蔬菜经

理部。
’

．

。

· j·



类别?年代

1955

J956

机i
1956

1958

1958

】963

1963

幸2·

大 事 纪 要

3月，成立市社和区商业局双重领导的四

个城区(江岸．江汉，矫口．武昌)蔬菜

经营管理处。(后改为第六管理处)

J月1日，改称为中国蔬菜公司湖北省武

汉市公司。

5月25日，各区国营商业第六管理处复改

为专业性的蔬菜经营管理处。

7r月12日，蔬菜服务站的行政管理权划归

各区商业局领导，业务上受市公司领导。

J月J 3日，撤销市蔬菜公司，改为城市服

务局下设的干鲜菜科。

7月21日，恢复武汉市蔬菜公司建制。

7，月4日，市果品公司并入，改称武汉市

蔬菜果品公司。

lo月J日，建立干鲜菜批发部。

3月j J日，成立东西湖蔬菜果品分公司和

葛店，阚家河收购总分站．

秋，成立食用菌生产办公室予汉阳郭茨

口原陶瓷厂内，并进行生产。(1963年春

停办)

lj月，远．近郊蔬菜收购(集运)网点扩

大到233个。

5月27日撤回东西湖区蔬菜果品分公司。

jo月26日，收缩远郊蔬菜收购站，调整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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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年代．．．．．．．．．．．．．．．．．．．．．．—．．J————

构

1964

大 事 要

近郊22个交易站。、

J月J日，撤销武汉市蔬菜果品公司，分

别成立市蔬菜公司和市果品公司。 一。

3月28日；成立汽车队。

11月J日，将各区蔬菜交易站上收市公司 ．

直接领导。， 。

j2月15日，成立中共武汉市蔬菜公司委员．

会。 ’：

12月14日，成立武汉市蔬菜供销合作社联
‘

． f合社。。

1971 5月1日，成立种籽商店。

1980 f秋，六个城区的蔬菜食品水产管理处改为

x×区蔬菜食品水产公司。
’

1980}1j月J日，将各区零售菜场的蔬菜，肉

， ；食，水产三行业实行“三统二"，由蔬菜

；公司统一领导。(1981年11月又分开>

198I 6月15日，将酱制品．豆制品，豆芽三行

{业划出，另成立市副食品调料公司，本公
；司专营干鲜菜调味品业务。

。

1982 j 3月，成立职工学校。 ．、》⋯，，

1982 4月，成立五千吨蔬菜冷库筹建处(1985

／ j年12月主库初步建成试藏)

，7198s，矗‘7月12日，公司建立新的党政领导班子，’

j部份老领导退居第二线。 、

。

一
．

‘

1．

JI 厂
’3’j匈，

钳

““

明

。如

．珀加

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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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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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J956

J959

1961

萱963

j984

1970

·4·

大 事 纪 要

8月2日试行“司贸合一，，经济实体，在
干鲜批的基础上建立市干鲜菜果土特产品
贸易中心。下设武昌、青山、汉阳、矫口四
个经理部(Io月j5日，建立江岸经理部)

5月5日，市合作总社蔬菜科与(汉口)

解放乡政府签订第一个270多万斤的包菜

}包销合同。

}8月29日，市财贸办公室《蔬菜产销工作
；方案》规定，继续订立各种形式的产销合

【同，不再发展临时菜贩。

8月，市农副业产销领导小组规定。凡郊

；区、东西湖农场所生产的蔬菜，不论淡旺

}畅滞，由蔬菜公司全部(统购)包销。

}1D月27r日，市委《蔬菜产供销工作方案》

!规定。对蔬菜生产队执行派购奖赔政策。

6月12日，市人委《蔬菜产供销工作方

：案》规定。改“计划生产，统购包销势为

i“以销定产，计划经营”的方针，取缔地

}下行栈，取缔无证菜贩，严禁场外交易，

f整顿集市贸易。，

I如月20日，市委批转《蔬菜产供销工作方

案》规定。贯彻市郊农业生产“以菜为

纲，，对蔬菜市场实行“大管小活．以管为

主”的方针，关闭集市贸易。

3月30目，市革委会文件规定。实行“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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