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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先生着力北碚乡村现代化建设实验的同
时，面对国人身体孱弱的问题，他提倡体育以振拔瘠
弱，重视增强民众的体质，推行民众开展体育运动。他
说：“（体育）可以强健人的身体，恢复人的精神；可以
提高人的兴趣和勇气；可以增进人们优美的表现和优
美的接触；可以替代人们不良的消遣、嗜好和行为。”
在这种思想理念下，他从1927年3月就任峡防局局
长开始，即催生了辖区范围内一桩又一桩体育运动的
大事。首先修建了北碚公共体育场，继而为加强对体
育活动的指导教育和管理，在峡防局设立了体育部，
又高薪聘请苏州“成烈体专”两位体育教师来北碚，担
任体育场场长和体育指导员。在卢作孚的带动下，体
育组织和运动之风在北碚迅速形成。

1928年10月10日，在北碚火焰山下鞍子坝新建
成的体育场，峡防局成功举办了“江巴璧合峡区联合
运动大会（峡区运动会）”，有来自师范学校、中学、小
学、峡区体育团体、军队等10个代表队，运动员达数
百人。次年4月，在北碚又举办了“嘉陵江运动会”，参
加运动会的有江巴璧合四县及以外的师范学校、中、
小学校、地方体育团体、驻军部队等22个单位，运动
员和工作人员达一千多人，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足
球、网球、划船、游泳、国术、团体操表演等20多项。这
次运动会是四川近代史上规模最大、项目最多、参加
面最广的运动会。

但是，受丘陵地区地理条件与马匹条件的限制，

曾经举办的大小运动会，除了极个别的马匹表演，都
缺少民众喜闻乐见的赛马项目，直到1945年3月，北
碚终于迎来了首届赛马会，而它的成功举办，得益于
北碚赛马会组织的创立。

说创立赛马会的起因，也可以看成为赛马会组织
者的宣言，讲马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和贡献，引经据
典，从古至今，神话传说中关于马的故事，通过赞扬马
的奔驰激昂精神，宣扬民众抗战到底的决心，故“基于
上述各种意义，我们在一个新兴城市——北碚发起赛
马会的组织”。

令人震撼的是64名组织发起人，他们中许多是
抗战时期迁驻北碚的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文化
单位、医院等负责人，如：熊十力，中国哲学研究所所
长；张之江，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校长；汪东，国立
礼乐馆馆长；钱崇澍，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李
春煜，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黄国璋，中国地理
研究所所长，王家揖，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
长；罗宗洛，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顾毓
琛，经济部中央工业实验所所长；胡定安，国立江苏医
学院及附属医院院长；章益，国立复旦大学校长；马客
谈，国立重庆师范学校校长；潘序伦，私立立信会计专
科学校校长；李清悚，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章柳泉，
社会部儿童福利实验区北碚托儿站；杨家骆，中国词
典馆馆长等。北碚地方的则有：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
英，北碚峡防团务局副局长熊明甫，重庆发展民族工
业的实业家文化成，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馆长李乐
元，北碚私立兼善中学校长张博和，原北温泉公园主
任、川大历史系教授邓少琴，大明纺织染厂经理查济
民，北碚管理局总商会理事长王尔昌，复兴隆煤矿公
司经理周还浦等等。他们或是政界、科技界、教育界、
商界的著名人物，或是地方的社会名流，可见北碚赛
马会组织的分量。有了如此壮观的阵容，北碚首届赛
马会的场面必定非常壮观。

1945年3月18日，北碚第一届赛马大会在嘉陵江
畔的滑翔机场开幕，张之江、卢子英、熊明甫等为常委，
大会主席张之江发表讲话：“……余以赛马一事，小之
关系个人健康，大以关系社会国家皆甚大。尤以此时举
行赛马，关系抗战建国，性质加倍相宜。因为好马必要
配合健全的人，然后才能获胜，社会国家的一切建设，
要抗战胜利才有大望，马匹之于抗战，急为需要……”，
会后，在三千二百公尺的跑道上，开始了预赛。

赛马会从3月18日至24日进行预赛，25日进行
决赛。各地牵马前来报名的，有岳池、巴县、合川、铜
梁、璧山、云阳、安岳、潼南、大足、遂宁、重庆、北碚十
余个县局。北碚如此重大的赛马大会，地方媒体《嘉陵
江日报》从3月16日便开始发布消息，并每日对赛事
进行跟踪报道，3月26日的报道：“北碚首届赛马大会
决赛，昨午于微雨初晴时在滑翔机场举行。各地来报
名马不少于五十匹之多，下场与赛者，计二十八匹，分
七组比赛……到场观众达万人之多……获奖名马共
十八匹；一至四名各奖金牌一枚，红绸一幅，五至十八
名各奖银牌一枚，并分赠奖旗数十幅。给奖后各马在
场中復举行自由表演，演毕拍照片，施放鞭炮，大会遂
于极热烈空气中闭幕。”

这次赛马大会，名字有些奇特的“鸦青花”马获第
一名、“汽划子”马获第二名。颁发的金牌、银牌、奖旗、
红绸等奖品，均系社会捐赠而来。

赛马会颁奖仪式暨闭幕式主席台临时搭建在滑
翔机场上，十分简陋，没有设座位，来参加盛会的发
起人及来宾，均站立并挤在一起。在日记中说“为北
碚赛马会忙了一周”的组织者之一高孟先站在台下，
主席台两边及河岸上，站满了好奇热情的观众，身披
红绸的获奖马匹与主人，精神抖擞，整个场景被镜头
定格，成为北碚体育运动史上，第一次阵容如此壮观
的赛马大会。

（本组图片由作者提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要问北碚人身
上穿的衣服、餐桌上的食品、家庭使用的
物品来自哪里？多数人的回答肯定是百货
大楼、弯弯大楼（胜利商场）、新华商场，多
一味、增膳美、馨香园等。那时候北碚人购
买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的主要场所是
百货公司、副食水产公司、食品公司、蔬菜
公司、医药公司、五交化公司、石油煤建公
司等。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些企业都是商
品供应的主渠道，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国有
企业。

北碚的国有商业企业是随着新中国
的诞生而出现的，是清一色的“解放牌”。
北碚第一个国有商业企业的成立，要追溯
到1950年6月，为了稳定物价、稳定市场、
保障供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北碚区
第一个国有商业企业“中国百货公司西南
区公司北碚分店”应运而生，地址在中山
路 29 号，成立之初只有两间营业室，计
132平方米，仓库面积244平方米，职工20
多人，经营日用百货、棉布、食糖、香烟等
批发零售业务。当年营业额为227640元，
盈利3028元。

1950年 9月，“重庆市零售公司北碚
零售商店”成立，经营粮食、食盐、食用植
物油等零售业务，地址在北碚朝阳镇新华
路34号。1951年7月，业务归口，改北碚
零售商店为重庆市粮食公司北碚支公司。

1951年5月1日，“中国煤业建筑器
材公司北碚经营处”成立，
属于川东煤建公司领导，职
工9人，地址在中山路5号。

1950 年至 1952 年底，
北碚先后建
立了国有百

货、零售、煤炭、烟酒、盐业等专业公司，形
成了从批发到零售，从管理到经营，从上
到下一套初步完整的国有商业系统，为做
好新社会的商业工作，满足人民生活需
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北碚的国有商业和合作社商
业迅速发展，全区国有商业和合作社商业
的营业额为615万元，比1951年的430万
元增长 43.02%，在市场份额中的比重由
1950年底的18.63%上升为35.94%，社会主
义商业发展为北碚区商业阵地的主导力
量，取得了区内市场的领导权。

从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期，北碚国有商业的市场份额逐年稳
步上升，到1957年，批发商业全部为国有
经营，零售商业营业额由1953年的801万
元，增加到1957年的2781万元，增长2.47
倍，“一五”期间，北碚国有商业为国家积
累资金327.41万元。1957年，全区国有商
业企业发展到10个，分别是：重庆市百货
公司北碚商店、重庆市纺织品公司北碚区
批发商店、重庆市文化用品公司北碚批发
部、重庆市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北碚商店、
重庆市贸易公司北碚商店、重庆市蔬菜公
司北碚区批发商店、重庆市食品公司北碚
食品商店、重庆市专卖事业公司北碚区批
发商店、北碚公寓（含茶旅社、糖果厂）、重
庆市服务公司北碚工作组。

1958年，北碚区国有商业的营业网点
被大量撤销合并，如饮食行业的营业网
点，1956年达到110个，到1960年只剩20
个，商业职工被抽调630人支援工业。为了
支援钢铁生产，区饮食服务公司抽调224
名职工组成12个钢铁供应组，6个流动服
务组巡回供应，北碚蓉味餐厅、歇马贸易

商店实行通宵营业。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吃、穿、

用商品全面紧张，人民生活遇到前所未有
的困难。全区国有商业企业严格执行党和
政府规定的商品供应政策，确保粮食、棉
布、食盐等18种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稳定，按照“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照顾必
需，安排一般”的原则，在商品供应上执行
了两项措施：一是安排好包括特殊工种、
病人、婴儿、产妇、高级脑力劳动者、侨眷
的特殊需要供应；二是继续扩大凭票证和
定量供应的范围。

1963年，商品供应紧张的状况逐步好
转，国有商业企业开展了“五好企业”“六
好职工”竞赛活动，全区商业系统服务态
度有了明显改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三多
（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
方式），一少（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
1979年—1985年，北碚区国有商业企业
改革历程主要是：

一、转移商业工作重点；二、改革商业
批发体制；三、扩大企业自主权；四、实行
经营责任制；五、全面整顿企业；六、划小
核算单位。

1985年，全区有国有商业企业26个，
网点315个，职工2730人。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有商业企业产权
不清、机制不活、包袱沉重、竞争乏力等弊
端日益显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渐渐落
伍，企业改革势在必行。1986年以后，国有
商业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经历了企业转换
经营机制，全面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实
行“四放开”“五自主”改革；“公有民营”改
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几个阶段。1997

年—2000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
的产权制度改革在全区商业系统全面推
行，到2000年底，国有商业产权制度改革
基本完成，国有资本全面退出商贸流通领
域。至此，北碚区属国有商业完成了历史
使命，在北碚的商贸流通舞台上谢幕了。

如果说，北碚国有商业企业的诞生，
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国有资本退
出商贸流通领域，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使
然。尽管国有商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
过偏差和问题，然而，瑕不掩瑜，在北碚商
贸流通的历史上，国有商业企业经历了火
红的年代，创造过曾经的辉煌，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

1978年初，缙云食品厂被命名为“四
川省大庆、大寨式单位”，同年7月，被授予

“全国财贸大庆式企业”称号。1983 年 8
月，北碚区蔬菜产销公司荣获“全国商业
系统先进企业”称号。1986年，北碚区副食
水产公司被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1989
年，北碚区煤建石油公司被国家物资部授

予“全国燃料行业先进企业”称号，1991
年，北碚区石油燃料建材公司荣获“四川
省级先进企业”称号，在全区企业中第一
个获得该项荣誉。1993年，北碚区石油燃
料建材总公司、北碚区糖酒副食品公司荣
获“省级文明单位”。

几十年来，北碚区国有商业系统还培
养了大批业务骨干、专业技术人才，为市、
区级政府部门输送了不少领导干部。今
天，在北碚商贸行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
个体户，不少人曾经是国有商业企业职
工，是商业企业的历练，成就了他们经商
的才干。

昨天的现实是今天的历史，
今天的时代是昨天的继续。北碚
区国有商业的创业篇、奋斗篇、
功绩篇，在北碚区商贸流通的发
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碚曾经的国有商业
■黄亨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碚区最好的副食商场——车站门市。

北碚第一届赛马会颁奖暨闭幕式（194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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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前，阵容壮观的北碚首届赛马会
■高代华

73年前的北碚赛马会创立缘起资料单（194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