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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地区，有着勤劳的人民．锦绣的河山和悠久的历

史o。全区的供销合作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白手起家，艰

苦创业，几经分合，曲折前进，逐步发展成为从城市到农

村，从平原到山区，上下相连，遍及城乡的商业服务网络，．

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区的供销合作社，创建于四十年代初期，四十多年的

历史实践证明，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扶持下，由社员入股集

资，组建起来的农民群众自己的经济组织一一供销合作社，

通过服务和经营，对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发展生产，

保障军民生话起了承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对于恢复因民经

济，促进生产，稳定市场物价，引导农民互助合作，进行。三

大改造”等方颟作出了突出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级

供销社从当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出发，从农民的要求、利益

着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采取炙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和经

营方式，千方百计地供应生产，生活资料．推销农副产品．发

展多种经营，建立商品基地，支援外贸出口，并注意发扬光

荣传统，实行民主管理，股金分红，接受群众监督，充分调

动农民群众撕}l啪积极性。基于上述，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

是同党的路线，群众的利益息窟．相关。供销社不单是一个商

业问题，还是一个农业问题，不仪是农村商晶流通的主要承

担者，而且是经济上维系工农、巩固联盟的轿梁和纽带。有

口皆碑，供销社支农最贴心；在农民群众心目中供销}L是

。咱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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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搜集史料，编写《供销合作社志》，对缅怀前

辈，教育后人，以志为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务于。

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志书共分十六章，四十六节暨附录《大事记》、《县

以上领导干部更迭谱》、各项历史数字，综述了建国后三十

多年来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壮大、业务经营、经济政策、民

主管理等情况，是一本用翔实资料，分门别类编辑的供销社

专业志书，现推荐给同志们，值得一读。
’

· “温故而知新”。志书的印发，将使广大供销社工作

者，熟悉历史，认识本地区、本部门的客观规律，了解过

去，认识现在，预见将来，大有裨益。使老一辈合作社工作

者开创的伟大事业和坚持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得以继承和发

扬，·同时，’期望能激励和鼓舞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干部、职工

团结一致，以党的十三届代表大会精神为指针，以改革总揽

全局，加快、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服务为宗旨，以提高经济·

效益为中心，大力促进商品生产，开拓经营，，．狠抓篱理，．发．．

展联合，使供销合作事业有个长足的进步，为振兴邯郸地区

经济做出新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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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为一九四九年八月，下限一九八七

年，个别章节追溯到四十年代初。

二，书中采用章、节的形式，卷首有《序》，卷末有

《附录》与《后记》。

． 三．本《志》为保持历史情况的连贯性，对供销社与国

营商业合并期间的机构及人事作了如实记载。在业务经营方

面，仅就供销社业务范围记述。

四。本《志》附录的人员更迭表系县联社正副主任，地

区杜正副主任、科长、经理。其他人员众多，故此允录。

五，书中专业技术术语、名词．名称，以有关方面审定

的为准。未经审定的，从习惯。

六、书中所用数字，除部份习惯用汉字表示者外，一律

甩阿拉伯数字。

七，五十年代初，发展社员股金以小米为计算单位，故

书中仍以小禾为单位记述。

八、国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实行旧币制改革，书中

文字叙及一九五五年以前资料时，均按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

币一万元折算。附录三，历年史料数字表系按新人民币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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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l

f

邯郸地区的供销合作事业，始刨子四十年代，在党的领

导下，以西部太行山区的武安、涉县等为基地，经过组织和

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初级形式的村社和区联社，县联社。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邯郸镇的生产，消费、信用合作社先后

建立，东部县在机关生产所属’商店，生产推进社的基础上，

改建成县供销合作社。一九四九年邯郸专区供销合作社建立

后，全区基本形成一个独立的合作经济体系。
’

。

解放区的供销合作社，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通过收购推销农副产品，收购棉花、土布等军需

品，供应生产，生活资料，开展生产救灾活动，对打破敌人

经济封锁，战胜自然灾害；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发

展，保障军民供给，支援革命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供销合作事业进．N--个新

的发展时期，党和政府为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是年三月华

北人民政府决定设立华北供销合作委员会i同时，华北供销

合作总社成立。是年六月冀南区供销合作总社成立。一九五

。年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并召开了全国合作社

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修正并通过了《合作社法草案》和

《合作社的章程准则草案》，成为合作社正规发展的行动准

绳。是年八月成立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会后，供销合作社

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合侑组织，在城乡各地发展起来，逐步成



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鲴成部份，城乡经济交流的一条重要

渠道。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党

中央作出澎三年时间争取国家蚶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重大

决策。据此，在积极发展新区合作组织的同时，对老区合作

社进行了垒丽整顿，使俘销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按照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大

力开展购销业务，密j极!：=i】农民供应生产、生活资料，帮助群

众免服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周H于，接收国家委托，

大力收购粮食i棉花、重要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对农副产

品采取预购合l司，贸易货栈、物资交流会等多种方法，进行

收购和推销，广泛开展地区之间、城乡之问、产销之I、日J的物

资交流，稳定了市场物价，安定了人民生活，促进了国民经

济的恢复和发碰。

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国民经济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

设时期，党中央提出。一化三改”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

线，即在一个相当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

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稠J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供

销社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了帮助农民实现农业集体化，

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是从供销关系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

经济联合，冬量不通过私人商业，以减除私商中间剥削；二

是根据国家计划和价格政策，通过供销业务和合同制把小农

经济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避免生产上的盲目性；三是基

层社以集镇建社为原则，积极发展组织，扩大业务，逐步代

管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农村的阵地：四是对组织起来的农民，

在物资供应和产品收购上实行优先和奖励；对贫苦农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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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定金，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对灾区农民，组

织生产自救，广开生产门路，推销产品。事实表明，上述措

施，对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

作用。
·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是在供销合作社领导下进

行的。广大个体手工业者，在“典型示范，积极领导，稳步

前进”方针指导下，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纷纷组织起生产

合作社和合作小组。一九五四年八月，邯郸专区手工业联合

社正式成立后，供销社主要通过购销业务和合同制度供应原

料和推销产品，把手工业生产纳入困家计划轨道，并协助解

决原材料短缺，资金不足和产品销路不稳定的困难，为手工

业合作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与此同时，供销社还担负着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任务。一九五四年冬进行了。私改”试点，认真贯彻执行

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全区铺

开，先后分别组织起合作小组，合作商店，公私合营等多种

形式的合作化集体经营类型。初期，对私营商业人员缺乏阶

级分析，不加区别地盲目排挤和代替。针对这个同题，及时

贯彻执行了中央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

的方针，认识到小商小贩属于劳动入民范畴，要莉埔积极的

一面，限制消极的一面，充分发挥他们人数众多，经营灵活

的特点，更好地发挥活跃农村经济，方便群众生活的积极作

用。由于思想上明确了政策界限，在业务经营上又作了适当

分工和调整，从而使农村小商小贩的生活得到稳定。一九五

六年，全区基本完成了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此期间，为了加强供销社的工作，根据政务院财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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