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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石油站领导正在研究企业承包方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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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达水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运用

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的《合肥石油志》，

无疑是对盛世修志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值得称道

和肯定的。 一．

合肥石油行业迄今已走过五十余年的漫长历

程，此间既有兴盛，亦有衰落，既有坎坷，亦有发展。

今天，合肥石油行业已成为本地区一颗闪光亮彩的

新星，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借此机会，我们谨向合肥石油行业的开拓者

们，向为合肥石油行业做过有益工作，作出过贡献

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l

《合肥石油志》的编纂工作，是在资料散失严

重，又缺乏修志经验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书中

内容在资料取舍和编排等诸方面，都还存在不少缺

陷和不足，还需要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然而，能

在短时间内，编纂出这样一个专志，应该说，编纂

人员是作出了艰巨的努力的·

，



，

《合肥石油志》的印刷出版，为我们全面了解

合肥石油行业兴衰起伏、演进发展的历史，提供了

较为系统、翔实的资料。衷心希望《合肥石油志》

和大家见面后，能够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深化改

革工作有所帮助。衷心期望合肥石油销售系统的同

志们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为合肥石油行业的振兴

和发展，谱写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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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宗文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继承和发扬我国修志优

良传统，是我们义无旁贷的责任。合肥石油站的同

仁们，勇于承担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克服了

种种困难，用较短的时间，悉心地编写出《合肥石

油志》一书。通过他们的辛勤笔耕，为我们了解合肥

石油业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可靠依据。

《合肥石油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寓经营石油业

务之经验教训于事实记录之中为宗旨，编写的一本

行业志书。虽然此书文字不多，但对台肥石油行业

来说，却具有“资治、兴利、存史、教化"之功能，

有益于我们进行精神文明建设。

值此《合肥石油志》出版之际，谨向关心此书

问世的有关单位及热心参加编写的同志，表示由衷

的谢意!期望通过此书发行，能向各地同行传递一

些信息资料，并为我们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友谊之

桥·



编辑说明

一、本书作为行业志，在体例规范，内容编排，记述

方式，资料取舍等方面，均从行业的实际出发。不拘泥于

传统志体的要求。

二，本书记述时间，上限起自行业发端。下限一般止

于1985年底。

三，本书文中出现的矗党支部"、“党总支，，，均为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矗油站"，拓石油站，，等。均为现
合肥石油供应站。

四，本书文中的货币“元扫，其币值均为人民币币值，

重量单位均以矗公斤’’或“吨”计，容量单位均以“公升，，
或搿立方米一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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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合肥石油业起于民国初年。经营者均为私商小贩，品

种为单一的煤油。因当时油源全来tl国外进1：1。亦称煤油

为口洋油矿．其用途主要供住户和商号照明，因此年销量

有限。
、

1938年合肥沦陷．经营煤油的私商小贩遭日军打击。

纷纷弃业离乡，外出逃难，致使合肥石油业中断七年之

久。1945年抗战胜利后．合肥石油业重获生机．此时。合

肥地方工业开始萌芽，带动了石油业的发展。私商经营的

石油品种除煤油外，增加了柴油经营。至1948年，合肥经

营石油的商号增至22家，年销石油量约达900吨。

1949年合肥解放后。石油主供渠道归国营企业，私商

小贩主要经营零售业务。1954年，合肥石油供应站成立(其

前身是合肥石油营业部)，由此，合肥石油业形成了一个独

立的行业。

1956年，合肥石油行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由此．

石油产品限由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统一经营。

六十年代后，随着我国石油工业的崛起，进入合肥市

场的石油产品，逐步实现国产化。同时，伴随合肥地方工

业的发展，合肥石油行业在经营品种、规模、销量等方面，

逐年都有增长。1985年，合肥石油站年创利税581．8万元，

成为安徽省石油销售系统上缴财政最多的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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