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沼黪商棠志



中江县商业志

(内部发行)

中江县商业局主编

一九八九年九月

～粕九。≮j．》』



序 言
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开创了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出现安定团结的新局面。《中江县商业志》是在盛世修

志的热潮推动下编纂完成的。是第一部反映中江商业兴衰变化的部门志。它汇编了有关商业

的发展和演变，管理体制、方针、政策、企业管理，公司分述、商办工业、集体商业，党，

团、工、妇及安全保卫等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与职工队伍建设，名师，名特食

品等翔实资料，以及古今生意经、谚语、行会等共10篇37章102节计28．5万字。

商业是商品交换的一种发展形式，是组织商品流通的经济部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与本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地理的发展都有很深的联系。我们坚持求实精

神，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和新体例编纂本志，如实反映1911年至1985年的74年间中江

商业的历史面貌和现状。本志资料翔实，记述公允，具有纵深的历史反思，不仅为编纂县志

和其他科研工作提供了史料，并为探索我县经济规律、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与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同时，也是一本对商业职工进行传统教育和职业道德教

育的教科书，启迪和激发他们的革命斗志，树立远大目标，为实现四化和深化企业改革发挥

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承蒙县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和县志办公室的同志悉心帮助，同时得

到老一辈商业工作者和知情人士的鼎力支持与协助。谨此表示感谢。

由于商业行业多，涉及面广，资料浩繁，内容宽广。要编好一部志书确非易事。力求在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秉笔

直书，做到奉献给大家的是一部无愧于前人，有益于今人，取信于后人的有价值的志书。限

乎编者水平低，知识浅，讹误难免．尚希读者不吝指正。

刘永辉

一九八七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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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歹1j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翔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本志上限断至1911年，部分史实因记述需要而追溯得远些，下限断至1985年即第六

个五年计戈!I结束之时。

三、本志叙述的内容，以中江县商业局所辖的单位和区域为限．建国前的商业，按照略

古详今的原则，以反映原商会管辖的行业和市场面貌为主。

四、本志年代使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称建

国前，之后称建国后。

五、中江县城关镇各街道名称，建国前以1949年的名称为准，加注今名I建国后按当时名

称加注今名。今名以县人民政府颁布的《中江县地名录》标准名称为准。对人名除引文外．

一般直书姓名，不加褒贬词。对历史朝代、国家、政权、党派，团体的名称按历史习惯称

呼，直书其名称。如不写伪××、旧××等。对科技名词，经济术语和政治术语等，按有关

方面审定的或习惯的用法标写。如“大跃进"、“四清运动"等。

六、币制、按各个历史时期当时市面上通行的货币单位标写。民国时期的币值变化大·

在文后附列兑换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l万元。

七、计量单位以1984年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对历

史上的计量单位照实记录，并作出换算注释。
”

八、本志以1986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教育部重新

发布的《简化文字总表》中规定的第一、第二、第三表列出的简化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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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县商业志》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刘永辉

副组长李志勇周锡蔚

成 员刘重琏周泽光汪代才赵怀湘徐道才

房顺毓许长江陈古清谢成太

1 988年1月1日起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商业志

领导小组成员调整名单是

组 长刘永辉

副组长周锡蔚周波 吕世坤陈智全

成 员方世惠蒋忠汉张开％周泽光汀心奎

钟治本邓洪刚刘祥兰明平

主 编

，副主编

成 员

编写小组成员名单

翌H1武皓李华家女

松辉

应银

苏陈俊钊沈芳明远本挂何吴赵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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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人事。劳动管理的任务和内容⋯⋯⋯⋯⋯⋯⋯⋯⋯⋯⋯⋯⋯⋯⋯(154)

第二节提高商业劳动效率⋯⋯⋯⋯⋯⋯⋯⋯⋯⋯⋯⋯⋯⋯⋯⋯⋯⋯⋯⋯(156>

第三节劳动工资管理⋯⋯⋯⋯⋯⋯⋯⋯⋯⋯⋯⋯⋯⋯⋯⋯⋯⋯⋯⋯⋯⋯(157>

第四篇国营公司分述⋯⋯⋯⋯⋯⋯⋯⋯⋯⋯⋯⋯⋯⋯⋯⋯⋯(1 59)

第一章 百货公司⋯⋯⋯⋯⋯⋯⋯⋯⋯⋯⋯⋯⋯⋯⋯⋯⋯⋯(159>

第一节机构沿革⋯⋯⋯⋯⋯⋯⋯⋯⋯⋯⋯⋯⋯⋯⋯⋯⋯⋯⋯⋯⋯⋯⋯⋯(159>

第二节经营概况⋯⋯⋯⋯⋯⋯⋯⋯⋯⋯⋯⋯⋯⋯⋯⋯⋯⋯⋯⋯⋯⋯⋯⋯(159>

第三节经营设施⋯⋯⋯⋯⋯⋯⋯⋯⋯⋯⋯⋯⋯⋯⋯⋯⋯⋯⋯⋯⋯⋯⋯⋯(162>

第二章 五金、交电、化工公司⋯⋯⋯⋯⋯⋯⋯⋯⋯⋯⋯⋯(1 79)，

第一节机构沿革⋯⋯⋯⋯⋯⋯⋯⋯⋯⋯⋯⋯⋯⋯⋯⋯⋯⋯⋯⋯⋯⋯⋯⋯(17"9>

第二节经营概况⋯⋯⋯⋯⋯⋯⋯⋯⋯⋯⋯⋯⋯⋯⋯⋯⋯⋯⋯⋯⋯⋯⋯⋯(179)·

第三章食品公司⋯⋯⋯⋯⋯⋯⋯⋯⋯⋯⋯⋯⋯⋯⋯⋯⋯⋯(t 87)

第一节机构沿革⋯⋯“⋯⋯⋯⋯⋯⋯⋯⋯⋯⋯⋯⋯⋯⋯⋯⋯⋯⋯⋯⋯⋯‘(187>

第二节经营概况⋯⋯⋯⋯⋯⋯⋯⋯⋯⋯⋯⋯·⋯⋯⋯⋯⋯⋯⋯⋯⋯⋯⋯“(187>

第四章糖酒公司⋯⋯⋯⋯⋯⋯⋯⋯⋯⋯⋯⋯⋯⋯⋯·⋯⋯一(1 9 6)
，

第一节机构沿革⋯⋯⋯⋯⋯⋯⋯⋯⋯⋯⋯⋯⋯⋯⋯⋯⋯⋯⋯⋯⋯⋯⋯⋯(196>

第二节经营概况⋯⋯⋯⋯⋯⋯⋯⋯⋯⋯⋯⋯⋯⋯⋯⋯⋯⋯⋯⋯⋯⋯⋯⋯(196)

第三节蔬菜，条淀粉、糖蔗生产⋯⋯⋯⋯⋯⋯⋯⋯⋯⋯⋯⋯⋯⋯⋯⋯⋯(198>

第五章 煤建公司⋯⋯⋯⋯⋯⋯⋯⋯⋯⋯⋯⋯⋯⋯⋯⋯⋯⋯(2 1 2)

第一节机构沿革⋯⋯⋯⋯⋯⋯⋯⋯⋯⋯⋯⋯⋯⋯⋯⋯⋯⋯⋯⋯⋯⋯⋯⋯(212>

第二节经营概况⋯⋯⋯⋯⋯⋯⋯⋯⋯⋯⋯⋯⋯⋯⋯⋯⋯⋯⋯⋯⋯⋯⋯⋯(212_>

第六章石油公司⋯⋯⋯⋯⋯一⋯⋯⋯⋯⋯⋯⋯⋯⋯⋯⋯⋯·(222)

第一节机构沿革⋯⋯⋯⋯⋯⋯⋯⋯⋯⋯⋯⋯⋯⋯⋯⋯⋯⋯⋯⋯⋯⋯⋯⋯(222>

第二节经营概况⋯⋯⋯⋯⋯⋯⋯⋯⋯⋯⋯⋯⋯⋯⋯⋯⋯⋯⋯⋯⋯⋯⋯⋯(222)

第七章 饮食服务公司⋯⋯⋯⋯⋯⋯⋯⋯⋯·⋯⋯⋯⋯⋯⋯一(230)

第一节机构沿革⋯⋯⋯⋯⋯⋯⋯⋯⋯⋯⋯⋯⋯⋯⋯⋯⋯⋯·⋯⋯⋯⋯⋯一(230)

第二节经营概况⋯⋯⋯⋯⋯⋯⋯⋯⋯⋯⋯⋯⋯⋯⋯⋯⋯⋯⋯⋯⋯⋯⋯⋯(230)

第八章罗江转运站⋯⋯⋯⋯⋯⋯⋯⋯⋯一⋯⋯⋯⋯⋯⋯⋯·(238)

第一节机沿构革⋯⋯⋯⋯⋯⋯⋯⋯⋯⋯⋯⋯⋯⋯⋯⋯⋯⋯⋯⋯⋯⋯⋯⋯(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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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经营概况⋯⋯⋯⋯⋯⋯⋯⋯⋯⋯⋯⋯⋯⋯⋯⋯⋯⋯⋯⋯⋯⋯⋯⋯(238)

第九章 曾属企业⋯⋯⋯⋯⋯⋯⋯⋯⋯⋯⋯⋯⋯⋯⋯⋯⋯⋯(242)

一，医药公司 二、木材公司 三、计量检定站 五、中江县酒厂

第五篇商荔工业⋯⋯⋯⋯⋯⋯⋯⋯⋯⋯⋯⋯⋯⋯⋯⋯⋯⋯⋯(243)

第一章 中江县酿造厂⋯⋯⋯⋯⋯⋯⋯⋯⋯⋯⋯⋯⋯⋯⋯⋯(243)

第二章 中江县糖果厂⋯⋯⋯⋯⋯⋯⋯⋯⋯⋯⋯⋯⋯⋯⋯⋯(247)

第三章 肉类联合Jj口_3=r-⋯⋯⋯⋯⋯⋯⋯⋯⋯⋯⋯⋯⋯⋯⋯(25 1)

第一节发展概况⋯⋯⋯⋯⋯⋯⋯⋯⋯⋯⋯⋯⋯⋯⋯⋯⋯⋯⋯⋯⋯⋯⋯⋯(251)

第=节生产管理⋯⋯⋯⋯⋯⋯⋯⋯⋯⋯⋯⋯⋯⋯⋯⋯⋯⋯⋯⋯⋯⋯⋯⋯(251)

第三节产品经营⋯⋯⋯⋯⋯⋯⋯⋯⋯⋯⋯⋯⋯⋯⋯⋯⋯⋯⋯⋯⋯⋯⋯⋯(252)

第四章 蜂窝煤厂⋯⋯⋯⋯⋯⋯⋯⋯⋯⋯⋯⋯⋯⋯⋯⋯⋯⋯(253)

第一节发展概况⋯⋯⋯⋯⋯⋯⋯⋯⋯⋯⋯⋯⋯⋯¨⋯⋯⋯⋯⋯⋯⋯⋯⋯(253)

第二节生产管理⋯⋯⋯⋯⋯⋯⋯⋯⋯⋯⋯⋯⋯⋯⋯⋯⋯⋯⋯⋯⋯⋯⋯⋯(254)

第三节产品营业⋯．．：⋯⋯⋯⋯⋯⋯⋯⋯⋯⋯⋯⋯⋯⋯⋯⋯⋯⋯⋯⋯⋯⋯(254)

第五章饮料广⋯⋯⋯⋯⋯⋯⋯⋯⋯⋯⋯⋯⋯⋯⋯⋯⋯⋯⋯(255)

第一节发展概况⋯⋯⋯⋯⋯⋯⋯⋯⋯⋯⋯⋯⋯⋯⋯⋯⋯⋯⋯⋯⋯⋯⋯⋯(2 55)

第二节生产管理⋯⋯⋯⋯⋯⋯⋯⋯⋯⋯⋯⋯⋯⋯⋯⋯⋯⋯⋯⋯⋯⋯⋯⋯(255)

第三节产品经营⋯⋯⋯⋯⋯⋯⋯⋯⋯⋯⋯⋯⋯⋯⋯⋯⋯⋯⋯⋯⋯⋯⋯⋯(256)

第六章付食品加工厂⋯⋯⋯⋯⋯⋯⋯⋯⋯⋯⋯⋯⋯⋯⋯⋯(256)

第一节发展概况⋯⋯⋯⋯⋯⋯⋯⋯⋯⋯⋯⋯⋯⋯⋯⋯⋯⋯⋯⋯⋯⋯．．．⋯(256)

第=节生产管理⋯⋯⋯⋯⋯⋯⋯⋯⋯⋯⋯⋯⋯⋯⋯⋯⋯⋯⋯⋯⋯⋯⋯⋯(256)

第兰节产品经营⋯⋯⋯⋯⋯⋯⋯⋯⋯⋯⋯⋯⋯⋯⋯⋯⋯⋯⋯⋯⋯⋯⋯⋯(257)

第六篇集体商业⋯⋯⋯⋯⋯⋯⋯⋯⋯⋯⋯⋯⋯⋯⋯-⋯⋯⋯“(259)

第一章经营与管理⋯⋯⋯⋯⋯⋯⋯⋯⋯⋯⋯⋯⋯⋯⋯⋯⋯(259)

第一节业务经营⋯⋯⋯⋯⋯⋯⋯⋯⋯⋯⋯⋯⋯⋯⋯⋯⋯⋯⋯⋯⋯⋯⋯⋯(259)

第二节财务管理⋯⋯⋯⋯⋯⋯⋯⋯⋯⋯⋯⋯⋯⋯⋯⋯⋯一⋯⋯⋯⋯⋯⋯(260>

第三节民主管理⋯⋯⋯⋯⋯⋯⋯⋯⋯⋯⋯⋯⋯⋯⋯⋯⋯⋯⋯⋯⋯⋯⋯．．·(26I)

第四节盈余分配及使用管理⋯⋯⋯·⋯⋯⋯⋯⋯⋯⋯⋯⋯⋯⋯⋯⋯⋯⋯．．(261)

第五节劳动报酬和分配形式⋯⋯⋯⋯⋯⋯⋯⋯⋯⋯⋯⋯⋯⋯⋯⋯⋯⋯⋯(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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