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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氏族的优良传统。它是对祖宗负责，寿

“四化"①服务和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业。此问，用新的观点和旁

j去编修书店志，是发扬优良传统，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希

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图书发行工作的历史和现状进行

翔实调查，总结经验教训，积累、保存资料，摸清发展规律的重
， 要手段，是为今后的酉书发行工作，扬长避短，发扬优势，制定’

规鲻，提供资料的具体措施，是进一步开创图书发行工作新局’

面，实现全面改革的有力依据。同时，也填补了图书发行史上的

空白。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达县地区薪华书店是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领导下的社会

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份。它通过图书宣传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党魄方针政策，传播一切有益子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36年的实。

践，显示了达县地区新华书店的地位和作溺。困鲍，编纂书店

志，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故于1985年9月成立了《达县地区书

店志)》编纂领导小组，抽调人员，设立修志办公室。11月中旬正武

开展工作。在省书店、达县地区地方志办和文化志办的指导下，

经过一年又两个月的资科搜集，整理和三次改写，形成初稿。

1987年4月评议后，再次修改补充，定为此璃。但出于瓷科贫
乏，编者永平有限，漏误难免，敬请指正。

编者

一九八八年十月

注；①“四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观代化。



凡 例

一，达县地区新华书店，名称多交，除首次更名用全称和

榴县店管理刀篇用盔地区店”外，其余通称。达县书店。。

二，《达县地区书店志》，内容包括达县农村，市区的图书

发行和地区内县书店的业务管理。

三，本志按性质分篇，横排竖写。由述，记，志，传，图，

表，录组成。

四、本志上限于1915年，下限至1985年。其中：基建下限封

1986年7月。 、

五、本志资料来源：(一)达县书店文书档案，(二)薪华

书店总店(简称总店)，四川省新华书店(简称省店)店刊，

会、统资料和文件汇编’(三)区内各县《书店志》，(四)

省，地、县档案局的历史档案，(五>达县书店老职工和社会知

情者的膏碑。

六，本志以公元纪年叙事。

七，达县书店建立后至1955年3月，反映的各种货币数据，

一律换算成现币。

八，盔大事记纾以编年体和本末体相结合记之。经理(主任)，

书记(均合副职)只记任职时间，免职时闻反映在“机构体馘变

动表万内。

九、由于资料散失，本志各项进，销、存统计数据均从1951

年6月算起，比例以1952年为基数。

十、基层行政单位统称乡，村、组，供销社系统简称总社，

省社，县社、区社和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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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达县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南麓。1976年3月前为专署和

县所在地，4月增建达县市。市、县均未成立发行机构。所以，

达县地区新华书店，既担负达县市区和达县农村3，l 36平方公里

范围，1 42万人口的发行业务，又承担地区内11个县(区)书店

的业务管理。

民国时期，达县先后办有多家书店，由于经济，文化所限，

多为兼营。有的自印自卖，有的兼销文化，体育用品。各家书店

虽然多以经商为目的，传播了一些旧思想，旧文化，以致反动，

封建的毒素。但也发行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好书。有的还发行鲁

迅、巴金、丁玲和郭沫若的著作，对于启蒙教育和传播新文化起

了很好的作用。1940年起，先后有中共地下党员冉崇儒，杨禄章

等建立的通江书屋和进步知识青年蒋安富、李吉均，赵朴、蓝宜

诗等建立的大风书屋、读者服务社。对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传播进步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国民党的查禁，破

坏，以致查封，历时不长，被迫关闭。广大农村，除偶有书商，

小贩流动售书外，没有固定的图书发行机构。

1949年12月，达县解放后，地，县党政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文

．化生活极为关切，把图书发行工作当成“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文

化生活的重要工作"。要求各机关团体“协助书刊发行’’。由

此，新华书店达县支店在解放后仅三个月就诞生了。在当地党政

和上级书店的领导和关怀下，由小到大，发展很快。1985年与建

店初期相比，职工由三人增加到90人，增-t长29倍。城乡发行网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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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个发展到98个。房屋面积由124．5 m2，增加到8，9 43．8m：，’

增长70．8倍。其中：门市，库房由50m2增加到4，382．9 mz，增

长86．7倍，职工宿舍由20mz增加到2，370．3 m2，增长117．5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七年与前29年相比，房屋的购建

面积由年乎1 21m2，增加到7 76m2。加快5．4倍。

达县书店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

挤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及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为宗旨，结合当地实际，紧密配合“镇反"运动、抗美援

朝、土地改革，宣传婚姻法、社会主义教育，整党整风，真理

标准的讨论、宣传“五讲四美黟①、发展工农业生产和“两个文

明刀@建设等中心，采取门市零售，流动供应，预约征订，系

统发行、邮购代办，缺书登记、旧书收售和出租图书等灵活多

样的服务方式，适时地发行各类书籍，为城乡读者提供了精神食

粮、科学资料和文亿知识。从而扩大了图书销售额和发书量，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1985年与1952年相比，销售总额增

长12．5倍，入平劳动生产率提高3．9倍，利润增长45．4倍。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七年仓Ⅱ利总额为前27年的6．4倍。1985

年人均销售额和创利额分别高于全省书店系统人均的0．41和2．45

倍。1985年的发书总额达到1，9 99万元，与开始发书的1973年相
：比，增长16 1．5倍。

建店初期，一切设备简陋，全店职工睡地板，巷道，坐木

箱，书包。农村流动人员顶烈日、战严寒，爬山涉水，肩挑背

磨，为城乡读者送书。1958年多数职工投入搿大办钢铁万，留店

人员，肩负重任，夜以继日地工作，连续四年荣获全省书店系统

先进单位称号。但是，由于受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大跃进力的影

响，忽视调查研究，超越客观需要。制订计划“打擂台黟，组织

发行“放卫星’’。有关农业和大炼钢铁等图书大进大销，结果大积

压。仅当地农科部门编印的《农业技术手册》等四种书．报废掼



失就达2．46万元，占该书收进总额的34．9％。1961年书‘源紧缺，

销售总额由上年的34．6万元下降到13．9万元，全店职工精打结

算，紧缩开支，当年仍盈利l，800元。1962年全国形势好转，业

务秩序也随之正常，恢复了农村流动和网点建设，图书发行量不

断上升，1965年销售总额达到39万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努

(简称“文革")开始后，全店职工以发行工作为重，坚守工作

岗位。但由于林彪，口四人帮"@的破坏，禁锢了大批所谓。封、

资、修秒图书的发行和鼓吹学校“停课闷革命"。1967年只发行

课本766元，仅占1965年课本发行额的0．43％。1968年出现了从

未有过的企业亏损1．3万元。同时超量订进和接受分配毛泽东著

作，并提出“普及《毛泽东选集》”和“户平一套"等口号。

1970年底毛泽东的著作，张贴语录和政治活动像的库存积压额达

到244，307元，占总库存额的62．4％。其中《毛泽东选集》一至

四卷普及本一种就积压67，450元。1976年粉碎搿四人帮"后，全

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量图书解禁出版。达县书店积极组织

书源，整顿发展城乡图书发行网点，加强主动征订，供应，满足

如饥似渴的读者。1978年发行总额比1976年增长85。9％。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央改革，开放政策，达县书店也进行了

各项改革的尝试，摸索了一些经验，整个发行业务健康稳步的发

展。1985年销售总额上升到313．63万元，七年年平增长19．4％，

比1976年增长5．2倍。1977年起，连续九年荣获省、地领导机关

29次表彰和奖励。

为了满足农村读者的需求，农村发行先后走过曲折道路。建

店初期，以自身流动为主，走村串户，送书上门。1955年全县农

村销售2．26万元，为当年总销售额的9．4％。1956年根据中央文

亿部裙总社的联合通知精神，主动依靠供销社，组织建立农村售

书点，采取让发行地盘，让图书品种，加强业务辅导和送书下乡

开展批发等措施。当年农村批发额达5．3万元，比1955年增长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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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为全店销售总额的l 7r．3％。1958年F大跃进”巾，超越客观

实际，区、乡，厂矿办书店一涌而上，农村批发额达到11．9万

元。t 1962年全县70个区，乡书店撤销，1963年的农衬批发额倒至

略高于1955年自身流动的销售水平。1964年逐步恢复供销社的发

行业务，1965年农村批发额达到8．6万元。“文革”中，重点发

行毛泽东著作，大搞全民卖书，1970年农村批发额猛增到29．7万

元。1971年起，由于收退超量批发的毛泽东著作和处理涉及林彪

反党集团的书画，农村批发额逐年下降，1973年只有3．4万元，

比1956年还低36％。粉碎口四人帮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正确运用了经济手段和店社互利的原剥，农村发行网点目趋

巩固，图书发行额稳步上升。1985年，兼营和社会发行网点达劭

95处。供销社的93名发行员中，党团员占68．8％，高，初中生占

100％，30岁以下的占72％’农村批发总额达到186．2万元，占全

店发行总额的59．4％，与1978年相比，增长三倍。

达县书店还肩负对各县书店的业务管理，1979年2月前，有

一位副经理主管，各部门分管。3月后，在经理的统一领导下，

分别由调研股、科稻业务办公室专管，采取以业务，财务裙农村

发行为重点，开展同工种竞赛的办法进行全面指导。通过召开会

议、督促检查，总结评毙、交流经验，加强了企业经营管理，扩

大了图书发行量，从而，经济效益显著。1979到1985七年的利润

总额为前29年的5．4倍。 ，

‘

36年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图书发

行的主观努力必须适应客观条件。特别是客观需要出现高潮时，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注重调查研究。否则，就会盲目适应高潮，

超量组织书源，必然造成大量积压和报废。当然也应吸取主观落

后于客观而造成脱销的教训。

回顾过去是自豪的，展望未来是光明的。达县书店立志改革

避销业务，加强经营管理，正确处理鬈两个效益万的关系，在

4



两者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必须服从社会效益，为开创图书发行

工作的新局面，开拓前进。

注：①“五讲四美·：讲文观、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心灵美、语言美、环境姜、行为美。

⑦“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⑦“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挢，江青、姚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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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1 5年

夏，危世顺书坊建立，自用木刻版印、发古书。

1923年

春，达县商务印书馆开业，杨汇Jll任经理。

1925年

春，消费合作社建立，周伯端、周仲良兄弟主办。

1934年

冬，新达书局建立，蓝孝秩任经理。

1957年

秋，绥定书店开业，郭尹昌任经理。
’

1945年

元旦。通江书屋开业，杨禄章任经理。．

1946年

5月，读者服务社开业，蓝宜诗主办，蒋志学任经理。

1950年

3月，新华书店达县囊店成立。杜耀山任经理。中共达县地
n委宣传部领导。

10月，达县书店由新华书店Jlf东分店领导。

1951年

5月，达县书店划归新华书店JlI北分店领导，并派陈世桂任
经理。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首次在达县发行。

同月，集体合营达县渠江书店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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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

4月10日，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0月，川北分店撤销后，达县书店由新华书店四J11分店镛
导。

11、12B，达县第五区(今石桥镇)，第二区(今麻柳镇)

人民书店分别成立。1953年3月改为流动供应站。

12月。李秀仁任达县书店副经理。

195占年

1月，期刊移交邮局发行。

4月10日，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5月，省店调马贵刚任达县书店经理。

12月，达县书店与各区社签订协议，代销厉书、年回。

1954年

3月，县社发出通知，要求各区社开展图书发行工作，当年一
重点发行了有关总路线的学习文件。 ．

8月，召开区内各县新华书店和人民书店经理会议贯彻酉
南总分店第二次分店经理扩大会议精神。

1955年

5月，郭广珂被评为全省书店系统模范发行工作者，并出席-
了会议。

10月，职工工资由q资分制一改为瘩货币工资制一。
’

1956年

1月，根据中央文化部，总社《关于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

的联合指示》，达县书店组织全县13个区社先后开展了图书发行

业务。

3月，根据四川省文化局文出(56)字第93号文规定，达县
书店四月起担负区内县书店的辅导工作。

同月，达县书店被评为全省书店系统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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