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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漳县长坪区供销社职工背篓送货上山

枣阳县罗岗供销社技术员向棉农传授防治红铃虫的新技术



江陵县弥市供销社科技下乡

我省最早的一个专业合作社——
汉川县分水镇芦席专业合作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松滋县八至供销社农资技术员向农民传授
台理使用化学农药知识

湖北省供销社商办饮料工业迅速发展
——赴京展览图解之一



建设中的湖北省供销合作社

社贸易大厦

下k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医院门诊大垮



湖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汉阳十里铺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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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荆沙(崇阳县)休干所

胡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九吾山休干所



。： 供销合作社是一个商业企业，又是一个合作社，是合作社商业。、 ．：‘i

4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是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相抗争，保护自己正当利益的产

物硅’
，

合作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一个著

名的论断： “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

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一①。列宁指出。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雕4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洼会主义制

度一②。 ，

，

； 。

，、 中国的合作事业始刨子二十世纪初叶。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政治腐

败，民生凋敝，舍作社经济始终未能得到广泛和顺利的发展。 ．

我国真正由群众组织的合作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共电党一产。

生，就注意在-r-)I，中建立消费合作社，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

《附加决议》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工人消费合作社就是工人利益的自卫组织，共产党需

注意和潘动此组织"。由毛泽东同志候导，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于1923年2月7日j王：式开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合作社从此产生。马列主

义合作社理论不移：在工人中传播，而与地在农村中进行传播。同年，在党均领导下，广东的

7海丰、陆丰地区掀起了农民革命运动，出现了农民消费合作迕。从现在已经查到约资料中看

到，我省农村自1926年起开始组织农民消费合作社。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芡民运动的

考察报告》中，把合作社运动列为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之一。自第二次国内革命饯争开始，．

合作社运动的重点转到了农村，在党和革命根据地工农民主政府领导和扶持下，台作社商业

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大量发展起来。苏区合作社不仅发挥着一种商业组织的作用，而且是党和

政府借以更有力地领导群众的一个战斗组织，它是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商人与富人的剥

翻，打破敌人封锁的主力军。苏区合作社为我国的合作社工作创造、积累了丰富，圣验，写下

了新的历史篇章。 ；，．

抗日战争时鬏，包括我省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合作社商业同

公营商业、私营商业互相补充，构成了抗日根据地的商业，它们打破日伪经济封锁，沟通物

，资交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对坚持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农

村实际情况的中国合作社的正确发展道路。 ，。 。： ·，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合作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合作社经济成为无产阶级在

经济上领导亿万农民小生产者和小手工业者的基本途径，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中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刘少奇同志当时指出。在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 “一个玻重要最有

决定性又最难实现的要求，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如何去帮助、教育与组织中国最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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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紧紧跟随自己前进。合作社贝Ⅱ是实现这一个困难任务的最主

要的办法"③。中共巾央东北局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没壤本疗针的提纲》中写

道。 “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则是企经济上指挥，伏民小生产者均司令郑，是组织农村生产和

消费的中心环节，是土地改革后在经济上组织农民与小手工业者最主要的组织形式"。

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谈到发展新中网合作：事业的重要性时

指出： “单有围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经济，我们就不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

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让会，就不可能巩同无产阶级在国

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④。毛泽东同志

的这一精辟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合作}i：的地位与作用，为我们合作事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朱德同志1950年在全国合作社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组织合作礼的目的时，也指

出： “就是要将劳动人民组织起来，逐步集体化，以实现他们目前和将来的长远利益妒⑤。

1950年7月中华全同合作社联合总社成立，从此，我罔合作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合作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后，中央决定手工业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

分开，1954年7月，供销合作社召开了第一届全圈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领导机构，成立

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我省供销台作社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县到省各级联社先后相继成

立，与全国各地一样，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逐步改变农村经济落后面貌，起到了重

要作用，深受广大农民的拥护和信赖。

但是，供销合作社在前进道路上，也经历过不少曲折。1958年“大跃进”时期，由于受

“左，，倾错误的影响，基层供销台作社一度下放为人民公社的中心商店，县以上供销合作社

与国营商业合并，加上受“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玎的影响，一度造成商品流通

不畅，农村商业工作受到削弱。1961年，党中央提出“城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

针，为了尽快恢复农业，搞活农村经济，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邓小平、彭真、胡耀邦等同

志分别在北京郊区和辽宁省海城县进行了调查，认为衣村商业工作由两条腿(国营商业和供

销合作商业)变成～条腿，由两种所有制变成一种所有制，所有购销业务统统由国营商业独

家包揽经营，是害多利少，应当迅速恢复供销合作社。1962年，党中央根据这些调查和农民

群众的要求，决定将洪销合作社同国营商业分开，恢复了上自全固总社，下至基层社的供销
’

合作社体系。但是，到了十年动乱期间， “左"倾错误恶{生发作到了登峰造汲的地步，把供

销合作社干部职工思想搞乱，机构网点被撤并，合理的规章制度彼废弃，并且又一次决定供

销合作社与围营商业合并，由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捌。在这种情况下，供销合作社不

少单位滋长了官商作风，与农民的关系疏远，～些优良传统丢掉了，逐渐失去了它固有的自

主灵活的特性，使供销合作社遭受到严重挫折，农村商业工作再次受到削弱。·

1975年初，周恩来同志在重病住院期间，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党历来犯错误，主要是

在处理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要把供销合作社恢复起来，替农民说话。在李先念I司志主持

下，恢复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不久，我省各级供销合作社也相应恢复，使{共销合作事业有

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我省供销合作社从1981年起

首先进行体制改革试点，改全民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带q，改“官办"为民办，走出了一条健康

发展的道路。自1982年起，党中央、国务院一再指出： “供销社要按照合作社的原则，尽

快办成农民的合作商业组织，，⑥。 “要恢复和加强供销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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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使它在组织农村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⑦。 “供销合作社是

联结城乡经济的一条重要纽带。要继续发挥它在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繁荣城乡市场、方便群

众等方面的积极作用?⑧。要“扩大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逐步办成供销、加工，贮藏、运

输、技术等综合服务中心”⑨。要“使供销社同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7成为国家和农民

经济联系的纽带”⑩。我省供销合作社九年来，就是在这条马列主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广泛

的改革，道路越走越宽。 ， 。

当前的“农村供销合作社是城乡经济交流的一条主要渠道，同时也是促进农付经济联合

的纽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合作经济是劳动人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力i建设新生

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种基本形式。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农民对供销合作社的要

求，巳经不只是一般地做好推销多余篚农副产品和供应他们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陴严而是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把分散的小规模生产与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统一起来，发展商品生产和

建设现代化农业。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农业现代

化，使农村繁荣崔i强起来”@。这也耕是农村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可以肯

定，在各级党政领导下，我省供销合作社和全国一样，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发扬司有的特

点，增强新的活力，必将越办越好，芜’支援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更大约作用。

+ 新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i7．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

物，它开创了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组织起来管理经济的新途径。温故而知新。《湖北省供

销合作社志》系统地征集和整理了历史资料，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省供销合作事业在各个历

史时期的地位与作用、成绩与失误，从正反两个方面记录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为后人提供

参考和借鉴。回顾我省供销合作社的历史，必将使广大供销合作社工作者从中受到教益，激

励和鼓舞大家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继往开来，扎扎实实地努力开创供销合作社工作的新局

面，贯彻执行党在十三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作出更大贡献。 ～

‘

注l 7．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6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684页。

⑧《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第ll页。

1988年5月13日

√ -1霞

' ’、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60页。人民出版枉1986年版。 ．‘．： ，。：，

⑤《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上册，第13页。

⑥1987年中共中央五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⑦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⑧1983年国务院21号文件，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关于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若干问题

的试行规定》。 ，．

⑨198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

⑩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同⑦。

@同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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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按照编纂《湖北省志》的要求组织编修《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志》。4省联社

编纂综合卷，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棉花公司、茶麻公司、土产公司、农村生活资料公司编写

行业志各卷，供销合作学校编写校史，组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供销合作社志。 7。

省联社初期由张顺清负责，张伯丰专职修志，续调谭树敖、刘齐贤组成修志班子。各公

司也相继成立了编纂领导小组和修志专班。1985年3月，省联社设史志办公室，由王艺，杨 。

伟江专司修志。截止1986年3月，完成搜集，摘录、整理资料工作，共查阅省社1949--1985年

的37年档案约三干卷，同时搜集了中南合作事业管理局《重要文件汇编》2册、《省社历史资

料(1950--1957)》及《文件汇编》8册、部分县社《社志》、以及其它有关参阅资料，共

摘录资料约200万字。1986年4月拟定编写提纲并着手撰写初稿。王艺负责第二、四、十一，

十二章及第九章的教育部分、附录的编写，杨伟江负责第一、三、五、六、七、八、十章及

第九章的科技部分的编写。第一章“概述"追溯了建国前我省供销合作事业的由来，发展和

变化，回顾了建国后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及其曲折发展的过程。其它章节则采取

横排竖写，事以类从，求实求简。先进集体录是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取省社及其以上各级召

开的全省范围的先模大会所表彰的先进单位。总社、省社在专业会议中所表彰某一行业或某

一工种或某一职能部门的先进单位未录。初稿分送有关处室征求意见，得到有关同志的热心

关注，并及时给予补充、订正。1987年4月完成二稿。同年4月28日，李宗耀副主任主持召

开各处室负责人会议，成立了《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志》编纂委员会，会后有关处室分别对有

关章节提出修改、补充意见。我们作了第三次补充修改，并将张伯丰撰写的《大事记》进行

审查修改后列入社志，一并再由张顺清作了全面审查修改。又专请沈以宏同志对“概述"章

进行了审查修改。至此，《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志》送审稿完成。1988年4月28日《社志》编

纂委员会审核定稿，一致同意付印成书。’

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详今略古，真实地记述湖北省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与现状。 、
～

本志书采月j志，记，录体裁，以表格、图片分别穿插其中。志采『．{j记述体。大事记为编

年体。全志分概述、组织机陶，扶持农村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农村市场，业务经营、供

销社商办工业、农村饮食服务业、基本建设和商品仓储运输、教育与科技、物份，财务、监一

事会，大事记，附录等部分，约50万字，其它潘动，本志从略记述。

省直有关公司编写的《湖北省供销合作社行业忠》是《湖北省供销台怍社志》的组成部

分。《行业志》分设茶叶卷，土产及废旧物资心’收卷，农村生活资料卷、狄业生产资科卷、

棉花卷，除棉花卷将于年内付印成书外，其余各卷分别于1986年、1987年先后成书。由于各

公司情况各不相JHj，在编修体例和内容上未作统一规范，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编写。

《湖北省供镝合作社志》在编修过程中，得到省联社领导和各有关处室大力支持，办公
， I

。’
． 1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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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提供历年统计资料，劳动人事处提供部分年度资料，物价处提供历

处室及合校也提供了部分资料。各处室为社志提供资料及参加修改的

华、冯长林、凌建斌、叶文善，陈球光，赵超俊、彭义利、张裕才、

敏、林靖、陈贻春j周福全、吴丽华、李桂芳，袁兴大、肖映青、 ，

达、龚荣高、李为民、吴丽芳、’杜忠兴、黄常荣、余宪辉、李煜本、

铎、彭宜顺、邓干生、蔡松森、马清轩、赵一鸣、袁申璇、马朝华、 一

杰、李继文，李关键、刘凤芝、汪浩洋、刘万鹏、张冠五、辛重庆、
·

意o ，j-
‘ 3 ．

纂入员学识水平，漏误难免，敬请读者批评j旨正。

湖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 。 ，． ～．‘

史志办公室 ，!瓣

，{ I： 一．

’’

：，一九八八年五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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