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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于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

清凉山建立。

店徽上“新华书店’’四个字，是毛泽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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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题写的。 ‘



《叙永县图书发行志》

领导组

编辑组

编修人员名单

主 编：

审 稿：

资 料：

图 表：

校 对：

李昭文

梁乙亭 青尔祺

张明全 颜林

李昭文 王驰远 王策群

李昭文 王宗炎

李发桂 赵维

萍胡维赵

贵

桂

华

永

发

世

陈

李

简

长

长

口贝

组

组

副

组



目 录

前 言⋯⋯⋯．⋯⋯；⋯⋯⋯⋯⋯．⋯⋯⋯⋯⋯⋯⋯⋯⋯(1)副 暑⋯⋯⋯‘⋯⋯“⋯⋯”⋯⋯”⋯⋯⋯⋯⋯⋯⋯⋯”k l，

凡 例⋯⋯⋯⋯⋯⋯⋯．．．⋯⋯⋯⋯⋯⋯⋯⋯⋯⋯⋯⋯(1)

概 述⋯⋯⋯⋯⋯⋯⋯⋯⋯⋯⋯⋯⋯⋯⋯⋯⋯⋯⋯⋯(1)

大事记⋯⋯⋯⋯⋯⋯·⋯⋯⋯⋯⋯⋯⋯⋯⋯⋯⋯⋯⋯“(1)

第一章书业沿革⋯⋯⋯⋯⋯⋯⋯⋯⋯⋯⋯⋯⋯⋯⋯⋯(1)

第一节私营书店⋯⋯⋯⋯：⋯⋯⋯⋯⋯⋯⋯⋯⋯⋯”(1)

一、文顺堂⋯⋯⋯·⋯⋯⋯⋯⋯⋯⋯⋯⋯⋯⋯⋯“(1)

二、大观堂⋯⋯⋯⋯⋯⋯⋯⋯⋯⋯⋯⋯⋯⋯⋯⋯(1)

三、温家书店⋯⋯⋯⋯⋯⋯⋯⋯⋯⋯⋯⋯⋯⋯⋯(1)

四、永宁书店⋯⋯⋯⋯⋯⋯⋯⋯⋯⋯⋯⋯⋯⋯⋯(2)

五、大众书店⋯⋯⋯⋯⋯⋯⋯⋯⋯⋯⋯⋯⋯⋯⋯(2)

六、中华书局叙永分局⋯⋯⋯⋯⋯⋯⋯⋯⋯⋯⋯(2)

七、傅希贤书报社⋯⋯⋯⋯⋯⋯⋯⋯⋯⋯⋯⋯⋯(3)

八、叙永书报社⋯⋯⋯⋯⋯⋯⋯⋯⋯⋯⋯⋯⋯⋯(3)

九、。12·1”报社⋯⋯⋯⋯⋯⋯”⋯⋯⋯⋯⋯⋯·(3)

+：光华书店⋯⋯⋯⋯⋯⋯⋯⋯⋯⋯⋯⋯⋯⋯⋯．(4)

第二节中共地下党办书店⋯⋯⋯⋯⋯⋯⋯·⋯⋯⋯一(4)

永宁书店叙永分店⋯⋯⋯⋯⋯⋯⋯⋯⋯⋯⋯(4)

第三节新华书店⋯⋯⋯⋯⋯⋯⋯⋯⋯⋯⋯⋯⋯⋯⋯(5)

一、体 制⋯⋯⋯⋯⋯⋯⋯⋯⋯⋯⋯⋯⋯⋯⋯(5)

二、机 构⋯⋯⋯⋯⋯⋯⋯⋯⋯⋯⋯⋯⋯⋯⋯(7)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四节

附：1952～1990年历届领导干部任期表

党、团、工会、妇女组织⋯⋯⋯⋯⋯⋯⋯⋯

农村网点⋯⋯⋯⋯⋯⋯⋯⋯⋯⋯⋯⋯⋯⋯⋯

区、乡供销社⋯⋯⋯⋯⋯⋯⋯⋯⋯⋯⋯⋯⋯

附：1980"--1990年农村图书先进发行员表

公社书店⋯⋯“⋯⋯⋯⋯⋯⋯⋯⋯⋯⋯⋯⋯·

文化站⋯⋯⋯⋯⋯⋯⋯⋯⋯⋯⋯⋯⋯⋯⋯⋯

个体摊点⋯⋯⋯⋯⋯⋯⋯⋯⋯⋯⋯⋯⋯⋯⋯

附：1952"-'1990年城乡发行网点分布示意图

(9)

(12)

(12)

(12)

(13)

(13)

第二章发行业务⋯⋯⋯⋯⋯⋯⋯⋯⋯⋯⋯⋯⋯⋯⋯”(15)

第一节门 类⋯⋯⋯⋯⋯⋯⋯⋯⋯⋯⋯⋯⋯⋯⋯(15)

一、马、恩、列、斯著作⋯⋯⋯⋯⋯⋯⋯⋯⋯⋯(15)

二、毛泽东著作⋯⋯⋯⋯⋯⋯⋯⋯⋯⋯⋯⋯⋯⋯(16)

三、政治理论⋯⋯⋯⋯⋯⋯⋯⋯⋯⋯⋯⋯⋯⋯⋯(18)

四、文化教育⋯⋯⋯⋯⋯⋯⋯⋯⋯⋯⋯⋯⋯⋯⋯(19)

五、科学技术⋯⋯⋯⋯⋯⋯⋯⋯⋯⋯⋯⋯⋯⋯⋯(21)

六、文学艺术⋯⋯⋯⋯⋯⋯⋯⋯⋯⋯⋯⋯⋯⋯⋯(24)

七、少儿读物⋯⋯⋯⋯⋯⋯⋯⋯⋯⋯⋯⋯⋯⋯⋯(26)

八、图 片⋯⋯⋯⋯⋯⋯⋯⋯⋯⋯⋯⋯⋯⋯⋯(27)

附：1952"-,1990年图书进、销、存一览表

九、课 本⋯⋯⋯⋯⋯⋯⋯⋯⋯⋯⋯⋯⋯⋯⋯(28)

附：1952"-"1990年课本进、销、存一览表

第二节方 式⋯⋯⋯⋯⋯⋯⋯⋯⋯⋯⋯⋯⋯⋯⋯‘(38)

一、城区门市⋯⋯⋯”⋯⋯⋯⋯⋯⋯⋯⋯⋯⋯⋯·(38)

二、系统供应⋯⋯⋯⋯⋯⋯⋯⋯⋯⋯⋯⋯⋯⋯⋯(43)

2



三、设摊展销

四、农村发行

五、秕 发

六、多种经营

第三节宣 传

一、分类陈列

二、橱窗介绍

三、广告宣传

···⋯⋯·⋯······⋯···⋯··⋯⋯⋯·⋯··(45)

····⋯··⋯⋯···⋯⋯⋯·⋯··⋯⋯⋯⋯(47)

·⋯···⋯··⋯···⋯⋯⋯·⋯··⋯⋯·⋯··(57)

·⋯⋯⋯⋯⋯⋯··⋯⋯·⋯··⋯⋯⋯⋯(59)

·⋯⋯⋯⋯⋯··⋯·⋯⋯···⋯⋯⋯⋯·-(60)

·⋯⋯⋯⋯⋯⋯⋯⋯一!⋯⋯⋯⋯⋯··(60)

····⋯⋯⋯··⋯⋯⋯⋯·⋯··⋯⋯⋯⋯(61)

⋯⋯⋯⋯⋯⋯⋯⋯⋯⋯⋯⋯⋯⋯⋯(61)

第三章经营管理⋯⋯⋯⋯⋯⋯⋯⋯⋯⋯⋯⋯⋯⋯⋯⋯(64)

第一节业 务⋯⋯⋯⋯⋯⋯⋯⋯⋯⋯⋯⋯⋯⋯⋯(64)

一、进 货⋯⋯⋯⋯⋯⋯⋯⋯⋯⋯⋯⋯⋯⋯⋯(64)

二、仓 库⋯⋯⋯⋯⋯⋯⋯⋯⋯⋯⋯⋯⋯⋯⋯(79)

第二节计 财⋯⋯⋯⋯⋯⋯⋯⋯⋯⋯·⋯“⋯⋯⋯(84)

一、计 划⋯⋯··⋯⋯⋯⋯⋯⋯⋯⋯⋯⋯⋯⋯·(84)

二、财 务⋯⋯⋯⋯⋯⋯⋯⋯⋯⋯⋯⋯⋯⋯⋯(86)

三、基 建⋯⋯⋯⋯⋯⋯⋯⋯⋯⋯⋯⋯⋯⋯⋯(92)

第三节行 政⋯⋯⋯⋯⋯⋯⋯⋯⋯⋯⋯⋯⋯⋯⋯(92)

一、帝j．度建设⋯⋯⋯⋯⋯⋯⋯⋯⋯⋯⋯⋯⋯⋯⋯(92)

二、定员定额⋯⋯⋯⋯⋯⋯⋯⋯⋯⋯⋯⋯⋯⋯⋯(94)

三、劳动竞赛⋯⋯⋯⋯⋯⋯⋯⋯⋯⋯⋯⋯⋯⋯⋯(95)

附：1957--．-1990年获“先进单位”表

四、文书档案⋯⋯⋯⋯⋯⋯⋯⋯⋯⋯⋯⋯⋯⋯⋯(99)

五、店型店号⋯⋯⋯⋯⋯⋯⋯⋯⋯⋯⋯⋯⋯⋯⋯(99)

附：一、1952"--1990年经营管理一览表

二、1952～1990年销售指标增长示意圈

第四章职工队伍⋯⋯⋯⋯⋯⋯⋯⋯⋯⋯⋯⋯⋯⋯⋯(105)

3



第一节思想教育⋯⋯⋯⋯⋯⋯⋯⋯⋯⋯⋯⋯⋯⋯⋯(105)

附：1979"-,1990年先进个人获奖表

第二节业务培训⋯⋯⋯⋯⋯⋯⋯⋯⋯⋯⋯⋯⋯⋯⋯

第三节职称评定■⋯⋯⋯⋯⋯⋯⋯⋯⋯⋯⋯⋯⋯⋯

第四节工资奖金⋯⋯⋯⋯⋯⋯⋯⋯⋯⋯⋯⋯⋯⋯⋯

附：1952"'．．'1990年工资增长一览表

08

10

10

第五节劳保福利⋯⋯⋯⋯⋯⋯⋯⋯⋯⋯⋯⋯⋯⋯⋯(115)

附l 1952～1990年底职工名册表

张子玉传略⋯⋯⋯⋯⋯⋯⋯i⋯⋯⋯⋯⋯⋯⋯⋯⋯⋯⋯(121)

附 录⋯⋯⋯⋯⋯⋯⋯⋯⋯⋯⋯⋯m⋯：⋯⋯⋯⋯⋯“(123)

一、规 章⋯⋯⋯⋯⋯⋯⋯⋯⋯⋯⋯⋯⋯⋯⋯⋯⋯(123)

(一)关于贯彻‘新华书店县店工作条例(试计草案)

实施细则>初稿(1964年1月23日) ⋯(123)

(二>《叙永县新．华书店店规)

(1988年lO月28日) ⋯⋯⋯⋯⋯⋯⋯⋯(131)

二、资 料⋯⋯⋯⋯⋯⋯⋯⋯⋯⋯⋯⋯⋯⋯⋯⋯⋯(135)

(一)‘农村图书发行工作座谈会议纪要’ ·

(1979年10月26日) ⋯⋯⋯⋯⋯⋯⋯⋯(135)

(二)‘联销计奖试行方案(草案)>

(1988年5月) ⋯⋯⋯⋯⋯⋯⋯⋯⋯⋯⋯(137)

(Y-)‘联销计奖方案’(1990年3月)⋯⋯⋯⋯(140)

三、纪 事⋯·⋯⋯⋯⋯⋯⋯⋯⋯⋯⋯⋯．．．⋯⋯⋯”(144)

‘在。鸡鸣三省”卖书的岁月>

(1988年10月10日)⋯⋯⋯⋯⋯⋯⋯⋯⋯⋯⋯(144)

后 记⋯⋯⋯⋯⋯⋯⋯⋯⋯⋯⋯⋯⋯⋯⋯⋯⋯⋯⋯⋯(149)

4



前
1·

日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盛世修志”，已成为总

结历史经验，综观现实，展望未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党中央、国

务院多次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述往事，思来者，就是

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为后人留下遗产一。因此，各级党政都把编史

惨志的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书店修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

进行的。

编修<叙永县图书发行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全面地系统地记述本县图书发行的历史和现状，总结经验教

训，揭示发行规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更好

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叙永图书发行从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文顺堂经营

本刻线装本《---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精忠说岳传》等

书籍算起，已有140年历史，图书发行业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

道路，县内由原来仅有一家书店发展到现在城乡有书店、供销社

发行点、书摊37家，组成了一个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发行网络，

为全县60万人民传播文化知识，输送“精神食粮”。

1986年8月4日，省出版协会、省新华书店在《关于全省新

华书店编史修志工作计划》中明确指出：“对书店历史和现状的兴

衰变化，进行全面、系统地总结，揭示图书发行的规律，使后之

】



从政者得以正镜旁鉴，循轨继辙，为兴革治理之准则”，“就必须

修好《图书发行志》”。《叙永县图书发行志》遵循这些准则，编修

直书一部朴实的，严谨的资料著述，共4章，15节、46目，11万

余字，总括全部史实，以作“一店之全史"。

加强国情教育，才能不断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国际

主义精神。“地方志就是一种国情的载体，是一项重要的思想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书店志，同样是一种“店情的载体”，在对全

店职工进行店史教育时，是不可缺少的“乡土教材”。继承革命传

统，发扬“新华精神”，忠于职守，勇于开拓，为图书发行事业的

更大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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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横分

门类，纵写史实，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高度统一。

二、编修体裁；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类列组合，以志为

主，纂连全书。

三、搜集资料；分别由档案、口碑、座谈、征求等形式，汇集各类

资料，核实后提炼采用。

四、大事纪：运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撰写。

五、断限年代：上限自公元1850年，下限至1990年底止。

六、志书编写：用语体文记述，规格规范，按照《四川省志编写

细则》的要求。

七、述写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

纪年，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文字、图表资料：1960年1月7日，国务院第93次全体会

议通过决议，叙永与古宋两县合并；1983年10月，省政府批准，将

叙永县的古宋、共乐、大坝区划归兴文县；同年，省政府决定，把古

蔺县摩尼区划规叙永；由于行政区域的几经变动，有关文字，图表

资料的搜集，整理运用一律以最后一次的行政区划调整为基础，完

成全书编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叙永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素有“川南门户”之称。从汉至隋，

先后为犍为，江阳郡地。元设永宁路，明建永宁宣抚司、永宁卫、清

置叙永直隶厅、宣统元年改置永宁直隶州。民国废；ffl改县，建国初

期，属泸州专区。1959年，改属宜宾专区。1985年，划归泸州市。现

辖8区7镇57乡。面积2，980．8平方公里，群山起伏，河流纵横，

中低山区占81．2％，地下蕴藏煤、铁、磺、大理石等多种矿产资源，

1990年，人口普查为600，396人，长期以来，汉、苗、彝、回、满等兄

弟民族和睦共处，耕耘开拓，谋求发展，由于山多地瘠，被列为全省

43个盆周山区县之一。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开始，文顺堂、大观堂、温家书店先

后自刻自印，销售木刻线装《三字经：}、《道德经'、《增广》、《忠孝节

义》等，以后，陆续从上海购进白报纸石印本《唐诗三百首：}、《白香

词谱：}、《三国演义>等，供群众需要。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中共川西特委领导人之一的张子玉，返

叙与李佩瑜、柳子峨等集资银元1，000元，在南大街(现武装部左

侧铺面)，建立永宁书店叙永分店，从上海、成都、重庆等地购进中、

小学课本和l家>、《沉沦》、<爱罗先珂童话集'、《新潮》、《响导》、‘小

说月报>等革命进步书刊，陈列出售，通过地下党组织购进《共产党

宣言K‘马克思主义入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少年俱

乐部叙永分部”内部传阅，宣传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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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年(1941年)以后，大众书店、中华书局、叙永书报社

等，在经营图书的同时，向读者代订代办报刊，并设摊出租《说唐》、

《聊斋志异》、《精忠报国》等。图书市场开始朝着多向型的服务项目

拓展，扩大对群众的供书面。

1952年8月，新华书店川南分店派陈永贵、王德鳌来县建店，

在中共叙永县委领导下，经过一个多月筹备，于9月15日正式建

立“新华书店叙永支店”。面向工农兵，发行《共产党宣言》、《新民主

主义论》、《阿Q正传》、《日日夜夜》、《时事手册》、《人民唇报：}等书

刊。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配合全县机关，学校、厂矿学政

治、学文化，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预订供应《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哲学常识》等主要学习资料，共9，500册，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根据“运动”需要，系统发行《关于农业合作化

问题》、《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教材(初

级读本)110，500册，随着农村“扫盲”的不断深入，调派流动员4

人，分区巡回卖书，因地制宜地选择两河、分水、马岭、大树、水尾、

天池、长江等区、乡供销社，建立图书代销业务，主要发行《农民扫

盲课本》和季节性的年画、门画、历书，图书发行的重点，逐步由城

镇转向农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传播文化知识，向广大群众不断

输送“精神食粮”。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集中人力，建立水尾、马岭、分水、

两河、大树等22个公社书店、主营图书、兼营文具、邮电等业务。同

时还发展社队“业余发行员”520人，组织了一支专业与业余相结

合的发行队伍。用“图书发行誓师大会”，上门推销等形式，发行图

书150，000册，被评为全省的先进单位。由于”跃进”超越实际，加

上县书店与公社书店实行“经济一体化”，当年亏损13，694元，

1959年以后，面对现实，进行整顿，陆续撤销公社书店，红专书店、

2



红领巾书店，扔掉搿包袱”，改善经营，谋求发展．

1963年，文化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出《为了支援农

业，进一步加强供销社兼营图书的工作的通知'，县书店、县联社共

同执行‘通知》精神，恢复与重建农村区、乡供销社图书发行网点，

以填补公社书店全部撤销之后出现的空白。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除下伸的两河、马岭门市就地挑书去社队，流动服务外，

水尾、分水、石坝，城郊等区，由县书店组织流动组，一边卖书，配合

。运动”，一边典型示范，加强业务辅导，在区、乡供销社建立图书发

行专柜、专架，担负农村发行任务，并从实际出发，第一次在海拔

l。800公尺的分水公社鱼洞大队，运用集资，公助的办法，购书订

报，建立图书室，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活跃文化生活，之后，在分水、

罗汉岭等大队推广建立图书室的经验，扩大文化知识的传播。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中。城乡网点集中宣传发行《毛泽东

选集》1—4卷，<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毛主席生活像，毛主席单

张张贴语录；在机关、学校、农村、全面供应“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学习室”需要的领袖著作，用以表示“忠”，以求落实“用”，截止

1971年，宣传发行毛泽东著作l，408，162册(张)，常销无缺，当成

头等大事。在这期间，很多作家著作封存停售，书源缺乏，供需矛盾

日益突出。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拨乱反

正。新印、重印中外名著，书源增多，品种扩大，丰富了图书市场。围

绕城乡学文化、学科学的“读书热”活动，改善进货，扩大对口征订

1981年．通过预订上报的图书，就占全部上报总订数的40％；城区

门市陈列图书由700多种，逐步增加到2，600多种。深受读者欢迎

的《青年自学丛书’、‘小学生必读：}、《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

等连续发行10，000多册，供需矛盾开始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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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开始，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出版工

作的决定>，逐步形成。以新华书店为骨干的多种漉通渠道．多种经

济形式，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通环节的图书发行网一，以新华书店

为主体．依靠区、乡供镣社。发展集体、个体售书网点37处．改变了

原来发行渠道的单一格局，与此同时．把队伍建设摆上日程，连续

选拔有条件的青年职工12人离岗学习，占全店职工总数的50％．

有的还脱产学习2次，分别获得中专文凭的2人．大专文凭的3

人．结业返店，走上了业务、计财、行政等岗位，从满足读者需要出

发，进一步扩大图书品种，开展。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的优质

服务活动，主动宣传，扩大推镇，夜市卖书，从多方面满足读者需

求，扩大销售，1986年．销售897，565元，比1966年增长385．7％，

比1976年204，379元增长339．17％，取得了明显效果．其中．仅

向县多种经营办公室推荐征订供应的‘烤烟栽培技术>近lo种，

l，000多册．为全县荣获烤烟。五连冠”、。金杯奖’，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

1984年．执行国家对企业的。利改税”政策，内部职能机构实

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责任嗣，人定岗，岗连责．根据部门、个人

的劳动投入，与取得的效益挂钩，作为分配依据，摆正了国家、集

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严格财经纪律，执行制度。注意专项资金使

用．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从计划管理方面监督业务，改善服务·不

断提高经营水平，1986年盈利46．060元，比1966年2·573元增

长1．690％，比1976年增长522．76％，增强了企业的后劲，提高了

自我发展能力．

1988年．深化改革，实行1988m1990年的三年_承包经营责

任铡。．重建规章，完善材度，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人定岗，以岗

连责，以责挂任务，积极扩大宣传．进一步改善服务态度，开展q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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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签名售书”等活动，使各项工作都有较大的发展。1990年，三年

承包经营目标销售额3；370，000元，实际完成4，397，000元，超标

30．47％I上交耳标利润额189，000元．实际完成331．000元，超标

75．1％I第一轮承包经营，赢得了较好的效益，走上了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自我发展的道路．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图书发行走过的140年历程中，为继

承辆发扬祖国优良传统，作出了应有贡献。其中特别是颧巾嗣成立

以来跨的步子更大，展现出繁荣的前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神的光照下，“改革、开放、搞活”．使图书发行事业跨上新台阶．为

迎接2l世纪的到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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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

6月 杨怀链在江西街开办“文顺堂”(现县计量局左侧的第

二闻铺面)，销售木刻线装本《道德经》、《三国演义》、《精忠说岳传》

等，民国五年(1916年)关闭。

清·宣统二年(1910年)

4月吴尔康在罐罐街建铺“大观堂”(现下桥街口)，自刻自

印《三字经》、《百家姓》、<水浒》、《增广>出售；并从上海购进白报纸

石印本《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千字文》供应群众需要，民国

八年(1919年)，遭受洪水灾害，刻版、书籍大量流失，严重亏损，民

国九年(1920年)停业。

民国十七年(1928年)

11月 中共川西特委领导人之一的张子玉返叙，组织李佩

瑜、柳子峨等筹集银元1，000元，在南大街(现县武装部左侧铺面)

建立。永宁书店叙永分店”，经营中、小学课本；销售《家》、《沉沦》、

《薪青年》、t／J,说月报》等进步书刊，宣传进步与革命。民国二十三

年(1934年)，国民党第二十四军驻叙永的一个直属团，以防共为

由，逮捕了在书店工作的共产党员邱国权，同时将书店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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