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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物资志》记述湘乡物资局成立以来各项工作

的历史和现状，它的编纂出版．是湘乡物资系统全体

职工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

湘乡物资局于1960年组建，经历了27个春秋。20

多年来．全局职工在中共湘乡县委、县人民政府、县·

计委和省，地(市)物资局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艰

苦创业，同心同德．一锐意改革．开拓前进，在创业、续

业、建树过程中．在为振兴湘乡经济．支援工农业生

产．活跃市场，搞活流通等方面，都有可记之绩，可传

之事。我们有责任把职工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及其

在创建过程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

入史册：借以激励全局职工更好地认识物资工作的地

位和作用．更加热爱物资工作．奋力前进。 ．

志书编目设置为章、节、目结构，立概述、大事

记、物资计划、物资来源，物资供应、 经营部门、·

仓储运输、财务，党群、职工等8章，34节．力求秉

笔直书．准确地反映物资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起到
观今鉴远，承先启后的作用。

编写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是上

对先辈，下对子孙负责的千秋大业，是一项系统的文字

工程。 由于任务十分艰巨，资料很不齐全，编者既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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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方志学的知识，又无现成模式可供借鉴，虽运动从

事，仍难符合志体要求。不过自信资料翔实，可为各

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了解和研究物资部门在经济建设中

哆起竺作用，提供可靠依据。 0
谨愿《湘乡物资志》的续编更新更美!

． 0

《湘乡物资志》编纂办公室

1989年lO月

{、
‘



■
k ／ ，

0 编 辑说 明

1． 本志书断限，上朔1960年，下限1987年。
2． 本志书记时，新中国建立前、后和湘乡物资

局建立前、后，志书正文内简写为建国前，后和建局
。 前，后。 、

‘

3． 本志书中的计量单位，采用现行公制，购销

金额均为原值，数字用阿拉伯字表示。．· ，

4． 本志书人物称谓直书其名，一般不冠褒贬之

词。、
‘

，

， ‘’

‘5． 本志书年代，时间，用公元记述。 ，、

6． 为书写列表方便．本志书中引用了一部份物

．‘ 资计量单位符号，+例如：
’

’

(1)台／KVA是变压器千伏安代号。

_ (2)台／KW是电动机豇代号。 r

，

(3)m2是平方米的代号。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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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湘乡自东汉置县到中华民国，经历了14个朝代7，
‘

1949年8月解放，才结束历时2000多年的封建半封建
’

半殖民地的时代j j‘
‘

数千年来，，湘乡此地，屡经盛衰，饱历沧桑，历 ．

· 代劳动人民，曾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创

。造了光辉的业绩o ，

’
‘

新中国成立前，湘乡境内几家私营厂矿和手工作
．， 坊所需的生产资料，由商人从外埠购进或自产自销。 玉

i新中国成立后，解放了生产力，工农业生产稳步
～

发展。1958年开展全民办工业运动，定型下来的有湘

乡机械厂，测面虎煤矿、豹子坑煤矿，岐山铁厂等县
． 属厂矿，从而对生产资料的需要，无论是品种或数量

都急剧增加。这一时期所需的生产资料，部份由商业 ．’

‘

．部门经销，部份由需要单位直接到省、地对口部门进

货。1959年县工业局建立了工业供销经理部，负责生

产资料的供应和地方产品的收购工作。
～

静 1960年8月，湘乡县物资管理局成立，接收工业供 ·

． 销经理部，承担了全县工农业生产资料的组织供应，、
穆

后来机构虽几经变动，但始终担负湘乡社会主义建设

中所需物资的供应重担。

在管理机构上，行政关系属湘乡县人民政府领导，

l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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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关系受省、地(市)物资部门垂直领导。在物资管

理上，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o物资分配土遵循
“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瞻前顾

后，留有余地"的原则。
‘

·

．

财务管理体制，经历了先由县财政上交到中央，中

央下放到省，再下放到县，1979年又收回到省，1985

年1月又列入县级财政预算的过程。
’

物资部门的基本任务是搞好物资平衡分配，搞活 ·

物资流通，组织供应适销对路的生产资料，保证和促

进生产建设和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物资工作的发展，

同国民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从走过的2了年的历程

看．湘乡物资局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1960年8月～1965年为发展时期。物资局刚约l建，

百事待兴，又处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一部份工

矿关、停、并、转，只有岐山铁厂、测面虎煤矿等厂 ，

矿需要少量钢材、木材．铜丝，氯化铵等，当时库存

仅少量的铜丝、轴承、氯化铵、钢材等物资。面对严

峻现实，职工同心同德，艰苦创业，积极组织资源，扩

大经营门路，开拓市场，把双峰、涟源两县的石油供

应业务，争取在湘乡转运，成立了湘乡石油转运站。经

过三年调整，国民经济状况有了好转，工农业生产开

始复苏，随之物资工作也出现了生机和活力。

，1966年下半年～1969年为滑坡时期o“文化大革

命"开始，物资工作遭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物资管



理的方针、政策，办法，被视为关、卡、压，当作资

本主义路线予以否定，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

任意废除，机构被撤销，熟悉业务的人员，下放到农
1

村或调离，物资工作曾一度瘫痪。1968年物资销售总

．j 额只80万元，比1965年回落88万元。

，1970年～1976年为回升时期。必要的规章制度又

重新建立并逐步健全，全局职工在逆境中求发展，为

保证物资供应而勤奋工作。这段时间，啤酒厂，氮肥

厂及东山电站．红旗，合东等中型水库工程开工新建，

所需的钢材、炸药等主要物资剧增，年销售额增至

418．7万元。

1979年～1987年为兴盛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物资工作认真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

节为辅"的方针， 改变了多年来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

理论概念，物资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形成了多渠道少
。

环节的流通方式，由独家经营变为多家经营。从此．各

经营部门以积极勇敢的姿态，发扬开拓和创新精神，参

与市场调节，物资工作越做越活，销售额直线上升，

1977年～1986年，销售总额8750万元，年平均875万元。
_

1987年，全局职工乘改革的春风，群策群力，奋

电 力拼博，更新删念，注重信息，千方百计扩大购销渠

道，开展“双增、双节”活动，全年实现销售额2042万
·一
刀≥

一 27年来，审时度势，几经变革，物资部门已发展

3



成为现在拥有5个专业公司(站)和一个局属服务部的

经济实体，为振兴湘乡经济，加快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步伐，发挥了后勤部门的作用。 -

我们坚信，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

性进程中，在建设湘乡的宏伟事业中，物资工作者，将 ‘
为形成一个生机勃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物资市场而
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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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物资管理受上级物资部门的垂直领导。

8月22日，湘乡县编委发出“关于成立湘乡县物资

管理局的通知”，明文规定县工业局供销经理部并入物
资局。

8月23日，湘乡县物资管理局正式成立。

8月28日，湘乡县物资管理局发出“关于启用各股

室印鉴的通知’’，随文附上办公室、冶金，机电．财务，
储运股印模。

lO月31日，驻邵阳地区采购组成立。 (1965年撤
销)

l 961年 ．．

1 1月3日，县委决定成立“中共湘乡县委物资清理

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物资管理局内。

是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企事业单位实行精兵简政，陈光绪等3人被

精简下放o



I 962年
7月1日起，实行财务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利

润上交国家物资总局，物资调拨统一由省、地、物资

局管理。 j’ ．

8月中旬，成立积压物资收购处理小组。查出局
内库存中应削价物资32．3万元，报废物资17．17万元，

合计49．47万元，占库存总额54．9％。

9月8日，’省农业厅、省物资管理局通知，农机

业务移交物资管理局经营。
’‘

，

’

⋯i
10月，根据省物资管理局财务实施办法，开始从

工资总额中提取3．5％的企业奖金。’

I 963年
1月6日，全局职工到城关镇壕塘口运黄土填门

市部地面，因“神仙土”下塌，把熊文初、李纯生埋在

土里，李的眼珠被打出，腰部骨折，住院治愈；熊文初

脊椎骨骨折，完全性瘫痪，经长期医治无效，于1969

年6月病逝。 ．．

1月10日，物资综合门市部正式营业。

2月，驻长沙办事处成立，办公地点设楚湘旅社，

(1976年撤销)

遵照国家物资总局“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收费

原则，开始向用户收取国家统一规定的管理费，进货

费。物资部门系统内互相调拨，只收进货费，不收管
理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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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4月，成立“仓库五五化领导小组”，经过一个月的

整理工作，仓库各种物资做到：分五堆放，成套排列，

五五堆码，五五成行，件件有标签，样样有卡片。

6月，对全县农业排灌机械进行全面普查，分机

型逐台建立了档案。

1965年

1月开始，中央对全国物资系统实行人、财、。物
“三垂直’’领导o

‘

从7月1日起，实行“三帐合一"，“三价合一’’、

“三员合署办公’：(三帐是仓库产品帐，业务帐、财务

帐合为一本帐；三价是物资统配价，定额运杂费、管

理费合为供应价；三员是开票员，收款员、仓库保管
员合署到仓库办公。)

8月，驻湘潭地区办事处成立。

10月，兴建农机配件仓库竣工，并交付使用。

簟。 ’

I 966年
。 11月，石油业务移交县副食品公司经营，无偿拨出

培

固定资金32576元，折旧资金10811元，净值21 765元，

负责石油业务的全部人员亦同时列入县副食品公司编
制。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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