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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青海省农副产品公司企业志》，在省商业厅的领

导和公司编志人员的努力下，三易其稿，终于问世了!

这是一部专门记述省公司及其前身——青海省供销社棉

麻烟茶经营管理处，自1957年成立以来至1988年各个时

期的组织机构、商品经营、企业管理的发展演变过程。

它的成书，为我省在干鲜瓜果、干菜、调味品商品流通

领域增添了一份史料，也为资治当代，惠及后世，提供

了丰富的历史借鉴。

编写史志，从广义上讲，是一项“不负前人，启迪

后代"的千秋大业，也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工程。根据省商业厅关于编写企业志的

统一规划和安排， 公司自1988年2月起就成立了编志领

导小组和办公室。在反复拟定篇章结构的同时，进行了

广泛收集档案资料，图表工作。经过认真校正、精心选

择、分门别类地进行科学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了试写。

《青海省农副产品公司企业志》，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坚持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并以此作为编写工作的

准绳。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公司及其机构沿革的各个

时期的大量档案和有关资料，走访了有关老同志，力求

能较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企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

展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公司在经济体制改

革、购销政策、经营方式、流通渠道等方面的变化，在

组织机构、职工队伍，企业管理及建设等方面的发展过

程。全书共分十一章三十五节，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反

映了公司的历史和现状。

由于水平有限，缺乏经验，以及有些档案资料难以

找到等原因，都给编纂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全书会有不

妥甚至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们深知，这个

本予是很粗浅的，倘能在工作中起到查找有关史料，了

解当时情况或对今后的工作有所裨益，就是我们的最大

满足了。

青海省农副产品公司史志办公室
‘

、

一九八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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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组织机构

第一节 省捉副产品公司的前身

青海省农副产品公司，是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所属的企业。它的前身，依序上溯是z青海省供销社棉

麻烟茶经营管理处；青海省棉麻盐碱公司，青海省供销

合作社农牧副产品采购处；青海省副食品公司。

一、棉麻烟茶经营管理处
、

1957年1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国营商业、 供销合作

社经营分工的调整决定，将原属省农产品采购厅之棉麻

烟茶处、畜产处移交省供销合作社，组建为青海省供销

合作社棉麻烟荼经营管理处。冯国祥为处长。处内设人

事秘书科、财务会计科、业务科、计统物价科和棉花加

工厂(后将物价划归业务科)。主要经营棉花(皮棉、

民用絮棉，棉短绒)，麻类(大麻、苎麻、黄麻、红

麻)，烟叶(黄烟、晒红烟)，茶类(紧压茶、青茶、

红，绿花茶)四大类商品，均系统购统销、计划分配物

资。根据全国供销合作社下达的计划进行平衡、安排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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