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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胜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网点及基地建设网络图(右)

全国供销台作总社、四川I省供销台作社授予武胜县供销合作奖状(左)

武胜县供销台作社联合社办公大楼



沿口镇供销社《夭博商厦》大楼

武胜县综贸公司商场(一)



武胜县综贸公司商场(二)

武胜县农资总公司庄稼医院及为农服务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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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供销社猛山商场

中心供销社中心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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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供销社龙飞商场

烈面供销社胜利商场



万善供销社龙女商场

县El用杂品公司信得过商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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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日杂公司物价计量先进单位商场(二)

腾翔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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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翔食品厂厂址

县政协主席杨天志出席县供销合作社系统1 991年工作总结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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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供销合作社系统1995年工作总结大会现场

县农资公司参加1989年迎国庆歌咏比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武肚块n垤j合fi-t},l：．占

1989年县供销合作社系统迎国庆体育运动会

)}_

1990年武胜县供销合作社系统学雷锋歌咏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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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史修志，历为古今所重，是中华民

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可谓源远流长，经久不衰。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供销社

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回顾供销社走过的20年风雨征程，从中得到启迪。“以史为

鉴，可以知兴替"，这对供销合作事业的生存振兴至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续编

《武胜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志》的出版，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本志书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

求是原则，真正反映了我县供销合作事业的真实历史面貌。<武胜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志》作为我县供销社的“百科全书一，全面介绍了供销社20年来改革发展轨迹，重点

记述全县供销社在改革发展时期的组织机构、体制改革、经营业务、贸易市场、社员

股金等方面的状况，是一个综合性的信息资料宝库。浓墨叙述当代史实，反映供销社

人在改革发展时期走过的风雨历程和所立下的丰功业绩。全书史料丰富、翔实，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系统特色，是我县县志的百花苑中的一朵新葩。它是我县供销合作

事业的一项指南，也是新编县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帮助我们了解近20年来我县供

销合作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概况，了解供销社在这个时期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帮助我

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导和推动供销社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为供销社的再次崛起指

明了方向。

本志书共7章，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机构，包括县供销社、县级公司、基层

供销社的组织机构情况；二是经营，包括了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生活资料、社

办工业、贸易市场、合作商店、委托业务、储运、饮食服务等方面的经营资料；三是

体制改革，包括经营体制、劳动用工制度、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物价、统计等改革

情况。四是社员股金，包括股金的吸收、兑付和老股金置换等内容。在以上内容里，

记述了各个时期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是社内职工的良师益友，又是一面历史

的镜子，为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使社内职工由此领悟到供销社改革之艰难，发展之

艰辛，二次创业之艰苦，从而珍惜胜利成果，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建设供销社的道

路上少走弯路。

《武胜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县供销社机关、所属企



业和两名编写人员团结协作的成果。借此机会，我谨代表武胜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向倾注心血，作出贡献的编纂人员和全体干部职工深表谢意。让我们进一步振奋精

神，同心同德，为加快供销社的改革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以续写《武胜县供销

合作社联合社志》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王元平

2006年4月



凡例

一、本志书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二、本志书断限，从1986年起至2005年底止。

三、本志书以档案资料、统计、报表为主，兼部分口碑，皆经鉴别核实，实事求

是，综纂而成。

四、本志书用记、志、图、表、录形式，志为主体。以事分类，横排竖写。

五、本志书的大事记采用编年和记事相结合，按事作述。

六、本志书设附录

附录部分收录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性文件：

供销合作总社的“社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县委、县府对供销合作社企业改制实施重

组的意见和县供销合作社机构编制方案；县供销合作社制订的《企业管理条例》和

《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实施细则》。

七、本志书用汉语体记述，简化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简化字总表》

为准。

八、本志书中人名、地名，沿用当时当地称谓(地名以1986年以后称谓)；单位

名称用全称，以后也有用简称；计量计数按当时单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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