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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城区供销合作社志》编、审机构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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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周光远 成员：周陈如康天顺陈瑞滨 张茂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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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沈益福 成员：柯建木黄建国关幸生唐维城

1996年编纂领导小组调整名单

组长：黄建国 成员：柯建木关幸生．唐维城

二、编写小组

组长：唐维城 成员：叶振卿(主笔)韩水涨

主编：唐维城

编辑：叶振卿

三、审稿人员

黄建国柯建木周光远许滋济吴生坤孙谨(市供销社)

四、审定机构人员

芗城区方志办：汪照元唐同春杨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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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芗城区供销合作社志》编纂成书，用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记录了芗城区合作社事

业兴衰起伏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资政、教化、存史’’的珍贵资料，对供销合作社新一代

员工了解供销合作社事业发展史，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推动供销合作社新一轮创业有

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芗城区供销合作社一件大事、喜事!

芗城区合作社事业始于民国23年(1934)，已有60多年历史。虽然国民党政府也宣

传、组织创办各种合作社，但背离为民服务的宗旨，仅存时间甚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遵照“自愿、互利、民主、平等”的办社原

则，1953年3月1日成立漳州市合作总社(芗城区供销合作社的前身)，40多年来，虽然几

经周折，历经坎坷，但广大社员群众和供销合作社工作者辛勤创业，发扬艰苦奋斗，勤俭

办社的优良传统，坚持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综合经营，灵活购销，仍然不

断发展壮大。为社会创造财富，为集体增加积累，为社员群众增加收入，繁荣了城乡经

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了社员的愿望，成为城乡商品流通领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得到党和政府及社员群众的信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地位、作用给予充

分肯定，提出了深化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的方向、目标、重点，制定一系列的保护政策和

扶持措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系统干部职工，解放思想，

勇于实践，进行一系列的大胆改革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前进，加快向市场经济转换和

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步伐，努力把供销合作社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和

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在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经济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积极探索o

《芗城区供销合作社志》的编纂、出版，始终得到芗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领

导和工作人员的关心、指导，得到老一辈供销合作社工作者和供销社系统各级领导、职能

部门的同志热情支持和参与，经过修志人员的努力，终于编写出这部专业志。为此，我代

表芗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务委员会表示衷心感谢和敬意!

黄建国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作者系芗城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立足当代，取裁历史资料。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十章、附录组成。概述、大事记置于卷首，概述综述供销社

发展情况；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写法，记述历史发展脉络；章目横排门类，纵

写历史。全志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并用。

三、本志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所用文字，均以1987年1月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等单位公布的《规定》为规范。

四、记述时限，上限1934年，下限至1995年。记述的历史纪年，国民政府时期沿用民

国年号，括弧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使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对各个时期的机构、官职、地名、人名，均以当时习惯称呼，必要时以括弧注

明。合作社名称有过数次变更，除在历史性变更的特定条件下以全称外，泛用时分别简

称为全国总社，省、地(专)、市、县合作总社，或省、地、市、县供销社。基层供销(消费)合

作社亦简称基层供销(消费)社或基层社。人名一律直书姓名。

六、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照实记载，必要时加

括弧注明现值。解放后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使用货币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币值照实记载，括注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后至1955年3月前的人民币按当时的币值称述，括注新旧币种。

七、本志录用的数据，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以供销社的历史资

料中的记载数据为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八、本志所入资料经考证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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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芗城系漳州城俗称，原为龙溪县城关，历来是漳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

心。1951年6月，析龙溪县城关置漳州市(县级市)，1957年11月，析龙溪县古塘、市尾、

诗浦3个乡归漳州市管辖。1961年6月，析龙海县天宝、浦南公社(镇)和九湖公社(乡)

的上墩、前山、林内，步文公社(镇)的店上4个生产大队及后房农场归漳州市管辖o 1985

年7月，漳州市改称芗城区。

国民政府时期曾印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合作运动宣传纲要》宣传合作运动。民

国23年(1934)龙溪县政府设合作指导室。民国32年，执行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县各级

合作社组织大纲》，强令各县限期完成“每保一社，每户一社员”的任务，把合作制度和保

甲制度结合。自民国34年至37年，龙溪县政府在现芗城区辖境内建立18个供销、信用、

消费等合作社。当时合作社参加者多数为农民，但组织者则是上层人士，部分人藉以谋

取私利，章程规定徒具虚名，流于形式。其时，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反人民内战，背离了以

“发展民生经济为目标”的办社宗旨，最后终因政府腐败，经济枯竭，物价暴涨，法币贬值，

通货膨胀，人民生活贫困，在福建解放的前夕合作社组织全面解体o

1952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发展供销合作社工作的指示》，通过供销社带

动和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工农联盟。6月，中共漳州市委抽调人

员筹建漳州市合作总社。筹建期间的主要任务一是整顿三民、钟南消费社，建立一、二区

消费合作社；二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组织个体手工业者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

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o 1953年3月，市合作总社成立，当时，国家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

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发展农业摆在首要地位。市合作总社遵照专区合作总社指示，直

接领导由平和、南靖、云霄、龙岩县合作总社设在漳州推(购)销站，联合组建“各级合作社

漳州统一购销站”，为邻县采购生产资料，日用工业品和推销农副产品的代购代销业务，

支援邻县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国家工业化建设，为巩固工农联盟，繁荣城乡经济，发挥了

桥梁作用。

市合作总社和基层消费合作社初建时，干部职工艰苦创业，营业场所十分简陋，从一

杆称、一桶盐、几包大米，两张小竹床(白天排货，晚上睡觉)，一只桌子(收付款用)起家，

为社员提供柴、米、油、盐、炭等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随着经济的发展，群众生活水平逐



步提高，经营范围逐渐扩大，到1954年底，固定门市部、购销处有21家，还设一些临时的

供应摊o

1955年2月，市供销社执行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章，按照国、合商业

城乡分工和另行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规定，当时，漳州市工商业、手工业占总人口的

75％，农业只有6条“农业街”，仅占全市总人I：1的5．7％，没有郊区基层供销社，漳州市供

销社机构随即撤消，经营业务及一、二区消费社移交国营商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移交手

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筹委会o

1961年6月，漳州市扩大郊区o 7月，市供销社机构恢复。市供销社恢复后，贯彻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为支援农业生产，积极组织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

应；执行国家对农副产品派购政策；组织农村社队发展集体副业，开展“小秋收”活动，扩

大农副产品收购；市供销社建立贸易货栈，基层供销社设立农民贸易服务部，开展自营业

务，推动城乡物资交流，平抑市场物价o

60年代初，漳州市自然灾害频繁，1960年6月9日的特大洪水，1961年9月13日强

台风正面袭击，1963年春开始的持续200多天的特大旱灾，使农业生产受到重大损失。

市供销社按照为农业、农民服务宗旨，千方百计组织生产资料供应，支援受灾乡村，恢复

生产；组织供销社职工参与抗灾抢险斗争，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组织集体和社员群

众个人家庭副业生产，增加收入，增强农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信心。

1965年，根据中共漳州市委、市人委开发天宝大山的“全面规划，因地制宜，林果并

举，综合经营”方针和“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原则，市供销社制订“开发农具三材(毛竹、

杂竹、油桐)，种植三麻(龙舌兰麻、苎麻、黄麻)，发动三养(蚕、长毛兔、草菇)，发展果树

(荔枝、龙眼、香蕉、柑桔、柚子、旺梨)的副业生产21项规划，提供种子、种苗、肥料和生产

资金，组织培训种植技术等措施，1966年上半年生产项目增加到42项，种植面积大幅度

扩大。集体副业生产一派欣欣向荣，长年作物枝叶茂盛，短期作物开花结果，为集体增加

积累，社员个人增加收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o

1966年5月开始的lO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市供销社领导班子瘫痪，干部集中

办学习班，搞“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各项管理工作陷于停顿，扶持社队发展多种

经营被作为“流通决定生产论”加以批判，使供销社事业蒙受严重损失o 1968年5月，漳

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按照全民所有制一条流通渠道的体制调整商业机构o 6月，市供

销社机构被撤消，直属企业并人国营商业，基层供销社改由农村人民公社管理，改称人民

公社财贸综合服务站，供销合作社由社员集资入股创办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和由社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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