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四 章 书 店 、 书 社 、 书 局

第一节 建国前的书店、书社、书局

清末，北海已有私营书店经营。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全，仅将了解到的情况概述于后：

1、蔚华书店。店址设于中华街二巷，门市面积约 15 平方米，经营者包国修，销售是《四书》、

《五经》之类的古书。该店开设于清末，是北海第一间书店。

2、茂和书店。店址于珠海中路 8 号，门市面积约 60 平方米，私营，老板张显甫。出售的多

是《故事琼林》、《四书》、《《五经》和《国文》等古书。三、四十年代曾卖过一些进步书籍。除卖

图书外，该店还兼营文具、珍珠和石印业务。从业人员有傅传业、张显甫等人。直到 1947 年停业。

3、绿波书社。设于中山西路 147 号（今改为中山西 51 号）。1929 年春开业，门市面积约 20

平方米，是北海革命先驱冯道先及其夫人劳瑞梅经营的。有图书 900 册，资金约 300 多元大洋；

主要是借劳瑞梅婆家的钱，伍瑞锴也赞助一些。经营以革命文艺书居多，出版单位有《上海东泰

书局》出版的小说；有《上海现代书局》发行的各种革命文艺书籍；有《上海民智书局》、《神州

国光社》、《开明书店》出版的社会科学及文学书籍。还有《商务》、《中华》、《世界》三大著名老

书局出版的书籍。著书作家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冰心、叶圣陶、丁玲等的作

品和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

销售的杂志有鲁迅主编的《语丝》、“左联”出版的《萌芽月刊》、《拓荒者》、《奔流》、《北斗》、

《文学》等；还有广州出版的《红棉》和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等杂志。

当时北海的青年学生、教师、店员和工人，都如饥似渴地纷纷前往《绿波书社》看书和买书。

后来许多参加革命的同志，都是由于当时读进步书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所以，《绿波书社》

是北海传播革命思想的摇篮。

1933 年 6 月，因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对该书社恨之入骨，企图查封该社、逮捕店主，因而冯道

先同志便主动停办书社，前往广州从事革命斗争。

4、日新图书社。设于中山西路 50 至 52 号，门市面积约 150 平方米，老板庞福来。该社开业

于二十世纪 30 至 40 年代，兼营文具、百货和印刷业。

5、南达书店。旧址在中山中路今百货大楼位置，开业于 1944 年，门市面积约 20 平方米，资

金 200 元大洋，图书 800 多册。该店专营书报、期刊和出租图书业务，兼做书报批发。老板李正

达，从业人员有李隆、张仪等人。

6、陈记书店。该店与南达书店毗邻，门市面积 10 平方米，资金 100 元大洋，图书 400 册。

1944 年开业，出租图书兼照相。老板陈伯铭，从业人员有陈伯诚等 4 人。1951 年停业。

7、森泰书局。设于中山西路 8 号，门市面积约 40 平方米，1937 年开业，老板龙惠珍，从业

人员有龙绍进、龙文珍等人。主要经营教科书，也销售社会科学书，如《苏共（布）党史简明教

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1953 年停业。

8、南华书店。设于新中路与中山东路交界处（即旧邮电局位置），门市面积 24 平方米。老板

姚镇伟，苏大中等人均有股份，是合股经营性质。主要经营文具和教科书，于 1950 年停业。

9、乐天书摊。在中山东与东二巷口骑楼处（即现医药四店斜对面），老板周乐天。门市面积



15 平方米，资金 120 元大洋，有图书 800 册，1945 年开业，租阅连环画兼卖小说，如《西游记》、

《三国演义》、《封神演义》、《幼学故事琼林》、《秋水轩尺牍》等。1949 年停业。

10、北海书店。设于中山东 11 号，门市面积 40 平方米，资金 500 元大洋，合股经营，1932

年开业。老板蔡振玮，从业人员有蔡卓儒、蔡维中等 7 人，1938 年停业。

11、强华书店。设于中山西路 28 号（民族路口与中山中路口三角铺），门市面积约 30 平方米，

资金 120 元大洋，有图书 450 册，老板沈永年（上海人）。专营图书。

12、发新书店。店址中山西 31 号，门市面积 30 平方米，资金 100 元大洋，有图书 400 册，

老板郭朝骧，专营图书。1946 年开业，1949 年底停业。

13、现代书报社。老板龙珍昌，专营图书、报纸、杂志。1935 年开业，1949 年停业。

建国前私营书店一览表

书店

名称
地 址

门市

面积

所有制

性 质
负责人

从业

人数

专营

或兼营

开业

时间

停业

时间

资金

(大洋)

从业人员

名单

蔚华

书店

中华街二

巷
15m

2
私营 包国修 专营 清末 傅传业等

茂和

书店
珠海中8号 60m

2
私营 张显甫 4 兼营 1925 1942 张显甫

绿波

书店

中山西 147

号
20m

2
私营 冯道先 2 专营 1929 1933 300 元

冯道先

劳瑞梅

日新

图书社

中山西

50-52 号
75m

2
私营 庞福来 兼营

南达

书店

中山中路

百货大楼
20m

2
私营 李正达 3 书报批发 1944 1951 200 元

李正达、李

隆、张仪

陈记

书店
同上 1Om

2
私营 陈伯铭 4 租书照相 1944 1951 100 元

陈伯铭、

陈伯诚等

森泰

书店
中山西8号 40m

2
私营 龙惠珍 3 专营 1937 1953

龙文珍、

龙绍进等

南华

书店

中山东与

新中路口
24m

2
私营 姚镇伟 3 兼营 1945 1950

苏大中、

韩广初等

乐天

书摊

东二巷与

中山东街

口

15m
2

私营 周乐天 2 专营租书 1945 1949 200 元
周乐天

夫妇

北海

书店

中山东 11

号
40m

2
合营 蔡振玮 7 兼营 1932 1938 500 元

强新

书局

中山西 28

号
30m

2
私营 沈永年 专营 120 元

发新

书店

中山西 31

号
30m

2
私营 龙珍昌 专营 1946 1949 100 元

现代

书报社
私营 郭朝骧 专营 1935 1949

王文昆

龙珍昌



第二节 建国后的书店、书摊

一、北海市新华书店

北海市新华书店是北海图书的发行和销售机构。建于 1950 年 4 月。建店初期只有一个门市部，

设一个临时负责人，其余都是营业员。1953 年正式成立新华书店北海市支店，才设经理、会计和

业务进货各 1 人，出纳员还是由营业员兼任。

六十年代，出版的图书较多，为了建立和健全书店的各项规章制度，设专人负责管理图书仓

库。到七十年代，由于门市部增加，营业额也逐年上升，因而设立了专职出纳员。八十年代以后，

逐步建立办公室、业务室、图书仓库和各个门市部等二层机构。到 1986 年才正式设立经理室、计

财科、业务科、秘书科等行政管理机构，并委任了业务科长和计财科长。

北海市新华书店，建国后四十年其机构沿革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

1、新华书店北海市支店。该店成立于 1950 年 4 月，店址中山东路 52 号。属北海军政委员会

文教科领导，新华书店合浦县支店负责其业务指导和供应书源。职工 4 人，负责人王文昆（中共

党员，1951 年调任钦州支店负责人）。

2、新华书店钦州支店北海分销处。1951 年，随着地区体制的变革，北海新华书店由合浦县支

店管辖改由钦州支店管辖，业务指导仍由合浦县支店负责。书店有职工 6 人。

3、新华书店北海市支店。1952 年 3 月，钦廉地区划归广西省管辖。1953 年钟志和任北海支

店副经理。书店业务上单独进货，经济上独立核算，在行政和人事上由北海市委宣传部领导，由

新华书店广西省分店直接领导其有关工作。

4、北海公社新华书店。1955 年 5 月 31 日，北海市由广西省划归广东省管辖。1956 年 4 月，

北海由地级市改为县级市。1958 年 10 月 26 日，北海市撤销县级建制改为北海人民公社。因此新

华书店北海市支店改为北海公社新华书店，属合浦县新华书店管辖。

5、北海镇新华书店。1959 年 6 月 6日，取消北海公社建制，北海改为县级镇，直接属广东省

湛江地区管辖。故北海公社新华书店又改为北海镇新华书店。

6、1964 年 10 月 31 日，北海恢复为县级市，北海镇新华书店更名北海市新华书店。1965 年 6

月 30 日，北海市再从广东省划出，归广西区管辖，北海市新华书店业务上归钦州地区新华书店领

导。1983 年 10 月 8 日，北海市从钦州地区划出，升为地级市，1984 年 4 月，列为中国十四个沿

海开放城市之一，北海市新华书店随之升格为地市级新华书店。1989 年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全自治区新华书店系统的人事、经济、物资权由过去统由自治区新华书店管理下放到当地政府管

理。从此，新华书店走上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改革之路。

北海市新华书店历届经理（负责人）一览表

机构名称 领导人 性别 职 务 任职时间 备注

北海新华书店支店 王文昆 男 负责人 1950 年 4 月至年底

钦州支店北海分销处 黄慧韶 女 负责人 1951 年

新华书店

北海市支店

丁 雷 男 负责人 1952 年

王惠英 女 负责人 1952 年

钟志和 男 副经理 1953 年至 1958 年上半年



机构名称 领导人 性别 职 务 任职时间 备注

北海公社

新华书店

梁维瑾 男 负责人 1958 年下半年

石世雄 男 副经理 1959 年

北 海 镇

新华书店

郑 坚 女 负责人 1960 年至 1961 年 8 月

卢贻智 女 经理 1961 年 9 月至 1962 年

徐锡林 男 经 理 1963 年至 1964 年

北 海 市

新华书店

张轶轩 男 副经理 1965 年至 1968 年

赵树敏 女 经 理 1969 年至 1984 年 兼党支部书记

袁福霖 男 副经理 1976 年至 1978 年

苏国泽 男 副经理 1978 年至 1984 年

钟甲敏 女 经 理 1985 年至 1988 年 4 月

徐瑞球 男 副经理 1987 年 6 月至 1989 年 11 月 兼党支部书记

陈富休 男 经 理
1989 年 10 月任副经理

1991 年 8 月任经理

吴步青 男 副经理 1989 年 10 月－ 兼党支部书记

二、图书销售发行网点

建国以来，北海新华书店曾自办图书门市部 4 处。乡镇渔、农村的供销社和郊区曾有图书销

售网点 13 处，1988 年仅剩 5 处。八十年代以来，市区个体书报摊不断发展，1988 年共有 24 处。

1、中心门市部。北海新华书店中心门市部开业于 1950 年 4 月，最初设于中山东路 52 号，1960

年迁到中山东 27 号(现改为 23 号）。面积 200 平方米。1988 年有营业员 10 人，分早晚班和下午班，

每班 5 人，逢星期一休息。1987 年营业额达 32万元。

2、新华门市部。设于北部湾中路，市汽车总站对面，1977 年建成开业，门市面积 200 平方米。

它既是个综合图书门市部也兼发行春、秋二季市区学校的中、小学课本。1988 年有营业员 7 人，

中午轮流休息吃饭，晚上不营业，逢星期二休息。1987 年销售金额 49 万元。

3、外文门市部。设于海角大道，与水上派出所相邻。1967 年建成开业。初以销售外文书籍为

主，后改为综合图书门市部。配包干负责营业员 1 人。每年营业额约 2 万元。1979 年拟在北部湾

广场东侧新建一幢营业大楼，因基建费不足，而把该店地皮以 2 万元的价值卖给了水产局。

4、涠洲门市部。1964 年筹建，设于涠洲岛南澫中心街，1965 年建成开业，门市面积 40 平方

米。负责及营业 1 人，1987 年营业额近 5 万元。

5、乡、镇供销社销售网点。1955 年，根据文化部和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联合通知精神，市供

销社先后在涠洲、高德建立销售图书专柜。1955 年发行给供销社销售的图书共 25723 册，金额 3303

万元。

1964 年，地角、成田两个供销社相继建立图书销售专柜。当年销售图书 18440 册，金额 3636

元。

1965 年，横路山、赤壁、共和的分销店也先后建立图书专柜，销售的图书共 28499 册，金额

5379 元。



1966 年，西塘供销社和龙潭分销店先后建立图书专柜。当年全市供销社图书销售网点共 8 处。

1967 年，新成立图书销售点的有平阳分销店。1968 年，成立的有东星分销店和驿马分销店，

1968 年供销系统销售图书 123092 册，金额达 19032 元，占全市图书销售总额的 16.23%。

1970 年以后，先后撤销了供销社的几个图书分销店。1988 年，实际上还经营图书的只有高德、

地角、西塘、咸田四个供销社。

6、书报摊及租书摊

建国后，北海的书报摊、租书摊随着社会的变革，有其盛衰的时期。

1951 年，北海有旧书摊 7 间，旧图书、连环画 670 多册，刊物内容多属武侠、侦探、历史、

色情之类。五十年代中期，书报摊一度兴旺。

六十年代初期，因纸张奇缺，北海新华书店曾开展收售旧书及租书业务。

七十年代后期及八十年代初，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个体租书摊象雨后春笋，往往一条街多达

10 多家，1985 年北海有出租书摊 32 家。八十年代后期，租书摊逐渐衰落，1989 年只剩 4 家。可

是书报摊却很兴旺，由 1985 年的 8 家增加到 1988 年的 24 家；再由 24家增加到现在的 83 家（其

中 20 间停业，53 家营业）。他们经营书籍、报纸、杂志等业务，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也较复杂。

这些书报摊多集中在人民电影院、露天电影院、振华大厦、友谊商店、南珠市场、长青路、北部

湾西路等人流密集的场所附近和路旁。有些建有固定的书报亭经营，有些则早摆晚收，活动性大。

1989 年北海市书报摊情况表

经营者 营业内容 经营者 营业内容

吴业霞 图书、报刊 叶开华 图书、报刊

金继权 租借图书 梁济森 连环画、杂志

黄国桂 国产图片 陈德芳 连环画、杂志

潘家冰 书报、杂志 冯秀凤 连环画、杂志

庞世清 报刊、杂志 伍冰梅 小说、杂志、连环画

陈聚华 书报、杂志 龙绍汉 报刊、杂志

杨浦英 书报、杂志 陈桂珍 书报、杂志

朱元英 报刊、杂志 苏 萍 报刊、杂志

邝纯瑜 书报、杂志 韦国娟 报刊、杂志

莫宇秀 书报、杂志 何若之 出租图书

黄生卓 小说、图书 陈 群 出租图书

陈祖兴 图书、小说出租

第三节 图书发行事业的发展

一、图书发行、销售形式

建国前的私营书店，主要是门市零售；少数兼营批发；有些兼营文具、印刷等业务；有些则

采取摆书摊或沿街叫卖等销售方式。

北海市新华书店自开业以来，曾采取门市零售、批发、计划发行、流动供应、代销、收售古



旧图书和出租图书等发行、销售方式。

1、门市部销售

书店的门市部，是党的文化宣传窗口之一。它的备货品种和宣传陈设，从一个侧面反映科学

文教事业和出版业的概貌。

2、批发

批发是书店向外面经销单位供应图书。1975 年以前，书店只批发一般的图书，折扣为 10%。

1976 年 1 月，书店给郊区供销社批发中，小学课本。1980 年以后，课本折扣为 9%；一般图书折扣

为 12%；个体书摊可放宽到 17%。

3、计划发行

计划发行也叫征订供应或图书预订。这是解决供需矛盾的一种形式。在图书出版之前，把图

书的主要内容、估计定价、著译者和出版时间等介绍给读者，请读者考虑预先订购。1982 年以前，

书店主要由进货业务人员印发征订单，联系各有关单位征订。1983 年，书店才单独设立计划发行

组。

4、流动供应

流动供应，就是主动送书上门供应需要购书的单位或个人。这样做可以克服守门等客的经商

作风。这项工作是组织书店职工挑选适合工厂、学校、机关、部队、农村的有关图书到基层去展

销。每逢节假日，也在街上摆地摊。1976 年，还建立了两个专职流动图书供应组，供应市区东西

两片的企事业单位，深受群众的好评。1986 年以后，由于各方面原因，逐年减少了。

5、邮购

邮购是用邮寄的办法代购和销售图书。我市在五、六十年代已开办这项工作。七十年代以后，

由于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买书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所以书店基本上不办理邮购业务。

6、代销

书店组织的代销，有专业代销和业务代销（又称义务发行两种形式。

专业代销。1952 年春，开始在高德镇设立一个代销店，由庞国振等二人负责，销售通俗读物

和连环画。后来又在涠洲岛办了个代销店。1957 年下半年至 1958 年初，在市区民族路和中山路交

界处又建立一间“红领巾书店”代销图书，由小学少先队辅导员负责组织和轮流安排少先队员的

骨干卖书，培养少先队员做好事的品德。1966 至 1968 年间，为了突出政治。国营商店和集体合作

店共有 9 处代销图书，主要是销售毛主席著作。后因折扣低、收入少，经营一年后便先后停办。

业余代销。1952 年为了扩大图书发行，曾在街道居委会和各大单位发展一批业余图书发行员，

利用社会力量来推销图书。这种不计报酬的工作，只能选择一些思想觉悟高的人担当。

7、收售旧书和租赁业务

1960 年开始，全国性出现纸张短缺现象，图书出版较少，为了缓和群众买书难和看书难的问

题，1961 年 11 月，书店曾派两名同志负责开展收售旧书和租赁图书的业务。

在回收旧书中，大多数是中医古籍书和工具书；也有部份科技书和历史读物。绝大部分折价

出售，在存需之间起了一定的缓和供求作用。到 1962 年底才停止该项业务。

1962 年 1 月，书店在中山东 50 号开办租赁图书门市部。春节后，北海渔船均集中到海南渔场



生产，书店又派员到海南岛去出租图书，深受渔民的欢迎。1962 年底才中止这项业务。

1979 年 9 月，书店还组织职工家属在中山东 50 号重新开展租书业务，租赁的文艺小说有 210

种约 400 册；连环画 450 种 1500 册。文艺小说外借一天每册收费 2 分；连环画一天每册收费 1 分。

后来由于个体租书摊如雨后春笋般开设，一条街多达 10 多家，书店的租赁门市部于 1982 年 2 月

再度停业。

8、召开订货会

1991 年 10 月 18 日为北海首届国际珍珠节，北海市新华书店遵循珍珠节“以珠为媒，增进友

谊，扩大交流，宣传北海，促进繁荣”的宗旨，在节日期间，组织图书展销和邀请广西八家出版

社到北海召开订货会，书市与读者见面的新书近千种，四天时间，销售图书八万二千五百多元。

桂版图书订货，应邀参加订货会的有七省七十多家书店代表 160 多人，各出版社 60人，共 230

多人。广州、佛山、昆明、郑州也远途赶来，新老朋友，会聚一堂，十分热烈，成交额达 151 万

元。

1993 年 10 月 28 日，是北海第二届国际珍珠节，配合珍珠节也邀请 18 家出版社到北海侨港镇

的海珠宾馆召开图书订货会，出版社到会 40 多人，代表 70 多个书店的代表 120 多人，二天时间

订货达 93 万元。

第一届珍珠节期间，为丰富珍珠节的文化宣传内容，还和市文联联合举办“北海文学艺术家

出版著作展销”活动，也收到较好的效果。

两届国际珍珠节活动中，书店均被评为先进单位。

二、历年图书销售情况

北海市历年图书销售一览表

年 份 销售册数 金额（元） 利润（元）

1951 没有单独统计 并入钦廉地区店 缺

1952 缺 8933 49

1953 162900 34622 1441

1954 181242 37735 1664

1955 195455 43764 29

1956 278350 53314 2748

1957 284477 56125 1521

1958 349325 60105 缺

1959 352854 62771 300

1960 394004 73891 417

1961 242284 42530 136

1962 300869 54298 1617

1963 292321 67531 3319

1964 333767 70577 4059

1965 359108 79413 1546



年 份 销售册数 金额（元） 利润（元）

1966 794539 105299 8011

1967 378127 60226 2731

1968 689731 117293 8612

1969 640353 103183 9792

1970 509108 103303 3274

1971 644309 105026 -9562

1972 552246 87935 -2899

1973 705747 144315 1973至 1975年经市财局

批准，利润不上缴，留作

单位基建用。

1974 723057 145651

1975 840188 160357

1976 806773 176066 -4811

1977 850876 192497

1978 798679 226338 1284

1979 839369 269139 9757

1980 991158 346667 4462

1981 1118601 360021 25225

1982 1180619 329054 15499

1983 1275582 433078 14461

1984 1350928 459897 13252

1985 1314870 635401 14370

1986 1310994 770848 13528

1987 1449828 1000555 37588

1988 1536973 1131044 102791

1989 1284589 1398756 94427

1990 1391518 1590269 111264

1991 1383631 1877539 120225

1992 1769131 2487955 125120

说明：1987 年实际完成利润 62588 元，经区店批准留 25000 作新华门市部装修费用。

“文革”期间毛主席著作销售情况

年 份 毛泽东选集（册） 合订本（册） 甲、乙种本（册）

1967 36101 63 15908

1968 89174 378 7334

1969 3174 4353

合计 128449 4794 23232

说明：按当时全市人口 12.46 万人计，平均每人 1.25 套（册）。



新华书店图书发行事业发展对照表

项 目 时间 数量或金额 增长数

门市营业面积
1950 年 110 平方米

4.09 倍
1987 年 450 平方米

发行网点
1950 年 1 处

10 倍
1987 年 10 处

职工人数
1950 年 4 人

7.5 倍
1987 年 30 人

销售图书
1952 年 8933 元

111.95 倍
1987 年 1000555 元

利 润
1952 年 49 元

1277.3 倍
1987 年 62588 元

按人口平均购书
1965 年 0.69 元

8.2 倍
1987 年 5.67 元

第四节 书店大事记

1929 年

春，北海革命先驱冯道先开办传播革命文化的“绿波书社”。1933 年被逼停业。

1950 年

4 月，正式成立新华书店北海支店。

1951 年

书店开展为志愿军募书运动，共捐款 2400 元；图书及其他物品 3000 余册（件）。

书店由合浦管辖转为钦州支店管辖，改为北海分销处。

北海市热烈庆祝《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发行。

1952 年

在高德镇设立一处图书代销店，该店由庞国振负责。

1953 年

北海分销处改为新华书店北海市支店。

1956 年

书店以 2200 元购买三层楼房一幢，开始有固定资产。

配合市府文化科、公安局组成 7 人检查工作组，对本市私营书店（摊）进行一次整顿，清理

了近万册属于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

1957 年

在市区民族路开设“红领巾书店”，由市区小学少先队总队部派员义务售书。

1958 年

涠洲岛设立公社书店。



11 月，新华书店北海市支店更名为北海公社新华书店，属合浦县新华书店管辖。

1959 年

6 月，北海公社新华书店更名为北海镇新华书店，由湛江地区新华书店直接管辖。

1960 年

书店中心门市部由中山东 52 号迁往斜对面街 27 号（现改为 23 号）营业。

1961 年

11 月，书店开展收售古旧书业务。

1962 年

书店开设租赁门市部，开展租书业务。

1963 年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转省文化局《关于调整全省新华书店管理体制的意见》，从 1 月起书店的

行政、人事以市管为主，业务、财务交由省店管理。

1964 年

11 月，北海镇新华书店更名为北海市新华书店。

1965 年

7 月，随着地区建制的改变，北海市新华书店改为广西钦州地区新华书店管辖。

书店在涠洲岛建一幢营业门市部。

1966 年

在市西区建一幢外文图书营业门市部。

1967 年

有 9 家国营和集体的商店开设图书专柜，代销毛主席著作等图书。

7 月，“六．八”造反派攻占书店中心门市部，8 月 2 日撤走。占领期间，书店停业，书籍受

到很大损失。

1968 年

书店副经理等 3 人先后被文化系统造反派批斗，其中 1 人受到毒打致伤。

1969 年

成立北海市新华书店革命领导小组。

1970 年

书店开始建立中共党支部，赵树敏任支部书记。

1972 年

书店财权给市革命委员会管理。

1975 年

地角、咸田、高德等供销社开展租书业务。

1977 年

书店新华门市部建成并开始营业。

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78 年

撤消北海市新华书店革命领导小组，改为北海市新华书店。

1979 年

根据财政部、国家出版局的通知：书店财权又收归区新华书店管理。

10月，书店在中山东 50 号开设租赁门市部，再次开展租书业务。

1980 年

仓库管理员陈瑞被评为出席自治区新华书店先进工作者代表。

1981 年

根据上级书店通知精神，于“六一”前后，在全市城乡开展少儿读物和连环画册九折优待发

行三天，以后每年“六一”前后均开展此项活动。

1982 年

新建图书仓库一幢，并开始使用。

1984 年

高德供销社图书发行专柜被评为出席自治区新华书店先进单位代表。

1986 年

新建五层办公楼一幢，旅业部两层楼房一幢及加高职工宿舍楼。职工宿舍和办公用房基本解

决。

1989 年

书店财权放给当地财政部门管辖。

1991 年

书店被评为北海市第一届国际珍珠节活动先进单位；全市文化系统先进单位。陈富休、孙玉

珍评为先进工作者。

1992 年

孙玉珍被评为全区书店系统先进工作者。

1993 年

书店被评为北海市第二届国际珍珠节活动先进单位；陈富休、吴步青评为珍珠节活动先进工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