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鍪擎☆，，≥羔擘譬警

滚滚谚一豢憝
凌j蔓?嚣_％搿j1一基n醣一曲～钦。鲁o。∞



al

■友 凌
- 源

县

C虑
多也

万

志

d易
从

书

吕
，、：0

凌 编

斧
源 辑 、

县 王 ／。
物 歧

资 鸣
=b
Jl》 编

编 辑

参产纂
领

张郑
瑞 明

导 林远 ，C≥
小

组

1



物资局和物资综合公司办公楼

木材公司办公楼

燃料公司办公室



物资局办公室旧址

木材公司办公室旧址



物资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前排左起苏富、朱焕彬

马殴生、后排左起杨甫、刘军、张起轩、韩恩)

物资志编修组成员(前排左起张瑞林

陈晓明、后排左起孔样林、张军，张云周

王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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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凌源县物资局被受予全

国物资战线学大庆先进单位

1985年2月、中共朝阳市委员会、

朝阳市人民政府命名凌源县物资局为文

明单位

在～九八=埠单尢垃
竞膏墙衲中．肮缋冠薯
擐予琏争省静，资∞}1她硅
零‰％謦·_队贤散属，1．

：『『『『豳『i
1985年3月，朝阳市物资

局授予凌源县物资局物资工作

先进单位锦旗一面



物资综合公司汽车在为网点进货

木材公司装载机在为网点忧术忖

燃料公司铲车在为用户装煤



物资综合公司商场调拨员在i作

术材公司术材加工车问

在为用户加工木材

废金属回收人员正在分类归垛

燃料公司蜂窝煤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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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2月朝用地琏

物资局奖给凌源县物资局

领导仓储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锦旗一面



要毫乏幺

物资综合公司焦炭贷场

荔木材公司成材障

燃料公司第四堞齿皆



物资综合公司第一

供应站和本材公司、燃

料公司的综合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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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综合公司研制成功的吨牛龙门*车

术付公司改犍的带锯二角带

物资综合公司研制的手
推双轮悬挂式电机暾遥车



序 言

盛世修志。 《凌源物资志》编纂成书，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政治安定团结，经济

持续稳定发展。凌源县物资局，根据各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业务

部门的统一部署，于1985年8月组建修志机构，调配五名专职修志

干部，负责编写《凌源物资志》。经过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写

出《凌源物资志》初稿。从1986年7月开始，对初稿几经修改，才形

成《凌源物资志》这本书。

《凌源物资志》在编纂过程中，努力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悠久的

文化传统。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以比较翔实的资料加以著述。本着详

今略古的精神，略追物资流通历史，详述当今物资流通始末，着力

叙述物资部门成立以来有计划的物资流通。通过这些叙述，基本概

括了凌源县物资工作兴衰起伏的发展过程。总结这段历史，叙之丹

青，存之于档，找出经验教训。对前人是安慰，对现在从事物资工

作的干部、职工是鞭策，鼓励他们奋发向上，开拓前进，为后人留

下一点精神财富。

《凌源物资志》是一本存真求实，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相统一的乡土教材。它的编纂成书，系统地保存了便于查考的实用

资料。为领导机关和物资部门，提供从实际出发，进行工作决策的

依据。当然，这部志书并不是尽善尽美。由于过去一些资料散失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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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使志书的价值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加之编纂者的理论和文字

水平有限，缺乏修志经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诚望读者见谅。

当今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 g凌源物资志))的编纂成书，，芯

将对全县物资系统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从而激励干部、职工刻苦学习文化科学技术，努力钻研业务，进行

创造性的工作，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刘 军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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