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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寄

前 言

《青海省纺织品公司企业志》是在青海省商业厅史志编写委

员会指导下完成的。该书结构分前言、7章34节、大事记和后

记，共约16万字。时间断限，上限为1952年，下限至1988年。体

裁用记、志、图、表四种形式，以志为主体。按横排门类纵写史

实，以事系时，图表分别穿插其中。文字力求言必有据，据事直

书。

《青海省纺织品公司企业志》，金书比较翔实地、系统地记载

了纺针织品商业的建立和发展、棉布及主要针棉纺品统购统销、

商品流通渠道、商品调拨供应，企业管理、职工队伍和党团工会

建设。

本书对从事商业工作者了解青海省纺织品商业的历史和现

状，对今后青海纺织品商业的发展，将起一定借鉴作用。

限于编者水平，编写时间仓促，缺乏经验，加之机构几度撤

并，资料不全，疏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

正。

编 者

】98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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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纺针织品商业
．

t：． 、一的建立和发展j

-。i ! ·

．．．
¨，． ‘

：：。新中国成立韧凝膏辫除了分布于全省各地的私营棉布商业

濒酶基本土投有社会裳受纺!謦卜织品商业队伍和网点。随着国民经

：济饿燕和对私营棉布商亚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逐步建立和发展

i嚣麓棉布商业的经营机构和队伍，=在撼彻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

谍酶过程巾，j发挥了国营纺针织品商业前生导作用，对发展国民
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一节组织机构

∥青海省纺织品公司几经变迁，仅与省百货公司就三合三分，

先后为中国花纱布公司青海支公司、中国纺织品公司青海省公

司，青海省纺织品公司。

一、中国花纱布公司青海支公司

1951年12月，西北区花纱布公司派惠振发、马庆刚、王瑛、

余温如，姚运昌、王信鹏、王自仁，卢显立、张志文、任鸿瑞、

玉世杰等12位干部，为筹建中国花纱布公司青海支公司工作组。

；、1952年6月1日，。经西宁市政府核准登记，正式成立中国花

纱布公司青海支公司，内设秘书股、计划股、财会股、业务股，

还设有_介门市部。惑振发任副经理。
1953年7月1日，中国花纱布公司青海支公司与中国百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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