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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资料供应

●统州新兴塑料五金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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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惠贤

“蛊世修志’’，志载盎世。江干区供销合作社志，历经四个春秋，终于编纂定稿。这是

我区供销系统广大工作者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供销合作社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供销合作社都

占有重要地位。
’

江干区供销合作社建社四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广大社员群众的热情支持

下，经合作社工作者的辛勤劳动，艰苦创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已成为农

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

供销合作社，长期以来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在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为群众服务，维护群众利益，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

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积极向农民供应生产，生活资料，大力收购农副土特产

品，对怒进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工农联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供销合作社一直把支援农业生产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坚持不懈地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出

力。在业务经营中，积极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增设网点。在商品收购和供应中都坚持维护群

众利益，严格执行国家的物价政策和购销政策，做到买卖分平，童叟无欺，遵守商业道德和

信誉，因此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和信赖。供销合作社为保障社员当家作主的权力，坚持民主办

社的优良传统，密切了社群关系。但是，应当看到，供销合作杜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发展的，i-?，

也经历过不少曲折。在“左"的思想干扰下，特别是十年动乱，影响了供销合作事业的发

展。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清理“左?的错误思想，中央指出了供销合 j；

作社体制改革的方向，改“官"办为“民"办，要求供销社“真正办成为农民群众集体所有

制的合作商业’’。恢复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向农民

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服务，逐步办成杠村的综合服务中心，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

展，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十年中，在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的指导下，供销合作社事业发展较快，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蓄象，但也还存在着一些不

尽人意的方面，尚须进一步努力改进。

现今江干区供销合作社志的问世，对激励今人，启迪后代，进一步开创全区供销合作事

业，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殷切希望全体干部职工，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锐意改

革、开拓创新，团结奋进，以新的成绩，谱写新篇章，载入史册。在此，我们高兴地代表汪

干区供销合作社理事会，向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修志人员和全体供销合作事业工作者致以衷

。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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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是江干区供销合作社事业的专志，力求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

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反映全区供销合作社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其发展

的基本_面貌和地方、专业特色。为了说明问题，简述了建国前合作社事业和建国初消费、手

工业、信用等其他合作事业。
一

，

二，本志遵循‘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运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

述，记为全志之纲，以志为志书主体，照片(图)排于卷首，表，录分插于章、节或志之尾。．

三，本志按照以事为经，以时为纬，按事分类，横排竖写设章、节，节以下按内容多少

分档，第一档为一，二，三⋯⋯，第二档为(一)，(二)，(三)⋯⋯，第三档为I、2，

3，⋯⋯，第四档为(I)，(2)，(3)⋯-010

四，本志上限自l 912年起，某些事物上起发端，下限至1988年末，某些方面延至1989年

末．。一 一

五．本志以江干区I 988年末所辖行政区划为界，历史上凡属现江干区域的记述，否则不

记述。史实无法单独记述的，则按当时区域记述，并加以注明。

’‘六，本志按照供销社与国营商业的商品、城乡分工，供销合作社主管商品详述，非主管

商品简述·农村市场详述、城市市场简述。

七、水志按照经济志要求和供销社性质，经营管理详述，政治思想，文体活动简述。

八，本志对I 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涉及的人和事，遵循“宜分不宜台，宜粗不宜

细"的原则，散记于‘大事记》和章节中。

九、举志对历史纪年，地名，党派，政权，机构，职务(官职)等，祛}用当时称谓。历

史纪年、地名在同一节内首次出现时注明公元，今地。各种名称书写全称，使用简称时，9lIJ

在同一节内首次书写全称时用括号说明。使用原乡、村名时冠以原区名。

对备级供销合作社不同时期不同的名称，在特定条件下冠以全称，泛用时均简称为供销

社． ：

．十、本志数字的书写，按照l 987年2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能试行规定'，

除习惯用汉字表示以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

十一，本志统计数字的使用，遵行I 983年l 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有关

规定，以区供销社统计部门的统计报表，统计资料汇编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数据，采用其

它有关部门的报表，遇劲与区统计资料不一致时，采用区统计科资料。

．十二，本志运用的计量单位，按照I 984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的规定，采用吨、公斤、米等单位，自然计量译f讧从j】惯。引用历史上的记述，照原文，同

z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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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内首次出现注明今制。

十三，本志运用的各种货币，货值，建国前，按当时流通的币，值，建国后，一律按新

人民币。

十四、本志字体，一律用1 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十五、本志所用技术术语、名词，商品名称，以有关方面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统一

的，从习惯。

十六、本志史料来自市，区，区社档案，有关报刊、专著、志书和经考证鉴另IJ的口碑资

料等，并单独建立摘录卡，文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_-
．

，，
●‘ ●●●

，；‘

t：

，。’尊

ji^：k

。，嘲

。 燃

·． 3 ·



目 录

···································································································( 1

⋯·⋯···⋯··⋯·⋯⋯······⋯···⋯···⋯⋯···⋯⋯·····⋯⋯·⋯······⋯··⋯·⋯⋯··⋯( 2

·····································⋯·················-·········································(6

··-································································································( 2l

沿革
●

一节区供销合作社⋯⋯⋯⋯⋯⋯⋯⋯⋯⋯⋯⋯⋯⋯⋯⋯⋯⋯⋯⋯⋯⋯⋯⋯(27

二节基层供销合作社⋯⋯⋯⋯⋯⋯⋯⋯⋯⋯⋯⋯⋯⋯⋯⋯⋯⋯⋯⋯⋯⋯⋯(37

三节区社经营机构⋯⋯⋯⋯⋯⋯．．．，⋯⋯⋯⋯⋯⋯⋯⋯000 0 a0⋯⋯⋯⋯⋯⋯⋯(52

四节区社工业企业⋯⋯⋯⋯⋯⋯⋯⋯⋯⋯⋯⋯⋯⋯⋯⋯⋯⋯⋯⋯⋯⋯⋯⋯(6l

五节商业网点⋯⋯⋯⋯⋯⋯⋯⋯⋯⋯⋯⋯⋯⋯⋯⋯⋯⋯⋯⋯⋯⋯⋯⋯⋯⋯(64

组织

一节社员代表大会⋯⋯⋯．．⋯⋯⋯⋯⋯⋯⋯⋯⋯⋯⋯⋯⋯⋯⋯⋯⋯⋯⋯⋯·(65

一I区，乡供销社‘章程>示范⋯⋯⋯⋯⋯⋯⋯⋯⋯⋯⋯⋯⋯⋯⋯⋯⋯⋯．．．(84

二。社员股金与分红⋯⋯⋯⋯⋯⋯⋯⋯⋯⋯⋯⋯⋯⋯⋯⋯⋯⋯⋯⋯⋯⋯⋯⋯(9l

二节工会、职工代表大会⋯⋯⋯⋯⋯⋯⋯⋯⋯⋯⋯⋯⋯⋯⋯⋯⋯⋯⋯⋯⋯(92

三节党、团组织⋯⋯⋯⋯⋯⋯⋯⋯⋯⋯⋯⋯⋯⋯⋯⋯⋯⋯⋯⋯⋯⋯⋯⋯⋯(95

农副产品经蕾

一节麻类⋯⋯⋯⋯⋯⋯⋯⋯⋯⋯⋯⋯⋯⋯⋯⋯⋯⋯⋯⋯⋯⋯⋯⋯⋯⋯⋯⋯(108)

二节茶叶⋯⋯⋯⋯⋯⋯⋯⋯⋯⋯⋯⋯⋯⋯⋯⋯⋯⋯⋯⋯⋯⋯⋯⋯⋯⋯⋯⋯(1l 5)

三节蚕茧⋯⋯⋯⋯⋯⋯⋯⋯⋯⋯⋯⋯⋯⋯⋯⋯⋯⋯⋯⋯⋯⋯⋯⋯⋯⋯⋯⋯(1l 7)

四节蔬菜⋯⋯⋯⋯⋯⋯⋯⋯⋯⋯⋯⋯⋯⋯⋯⋯⋯⋯⋯⋯⋯⋯⋯⋯⋯⋯⋯⋯(1 22)

五节药材⋯⋯⋯⋯⋯⋯⋯⋯⋯⋯⋯⋯⋯⋯⋯⋯⋯⋯⋯⋯⋯⋯⋯⋯⋯⋯⋯⋯(1 24)

六节香料⋯⋯⋯⋯⋯⋯⋯⋯⋯⋯⋯⋯⋯⋯⋯⋯⋯⋯⋯⋯⋯⋯⋯⋯⋯⋯⋯⋯(1 30)

七节畜产品⋯⋯⋯⋯⋯⋯⋯⋯⋯⋯⋯⋯⋯⋯⋯⋯⋯⋯⋯⋯⋯⋯⋯⋯⋯⋯⋯(1 31)

八节棉花⋯⋯⋯⋯⋯⋯⋯⋯⋯⋯⋯⋯⋯⋯⋯⋯⋯⋯⋯⋯⋯⋯⋯⋯⋯⋯⋯⋯(1 37)

九节其它⋯⋯⋯⋯⋯⋯⋯⋯⋯⋯⋯⋯⋯⋯⋯⋯⋯⋯⋯⋯⋯⋯⋯⋯⋯⋯⋯⋯(1 38)

十竹废旧物资⋯⋯⋯⋯⋯⋯⋯⋯⋯⋯⋯⋯⋯⋯⋯⋯⋯⋯⋯⋯⋯⋯⋯⋯⋯⋯(1 39)

4 。



第四章农业生产资料经营

第一节肥料⋯⋯⋯⋯⋯⋯⋯⋯⋯⋯。⋯⋯⋯⋯⋯⋯⋯⋯⋯⋯⋯⋯⋯⋯⋯⋯⋯⋯(144)

第二节农药、农药械⋯⋯⋯⋯⋯⋯⋯⋯⋯⋯⋯⋯⋯⋯⋯⋯⋯⋯⋯⋯⋯⋯⋯⋯(147)

第三节农具、其他农用物资⋯⋯⋯⋯⋯⋯⋯⋯⋯．．．⋯⋯⋯⋯⋯⋯⋯⋯⋯⋯⋯(151)

第四节农膜、小竹⋯⋯⋯⋯⋯⋯⋯⋯⋯⋯⋯⋯⋯⋯⋯⋯⋯⋯⋯⋯⋯⋯⋯⋯⋯(I 55)

第五节技术辅导⋯⋯⋯⋯⋯一⋯⋯⋯⋯⋯⋯；⋯⋯⋯⋯⋯⋯⋯⋯⋯⋯⋯⋯⋯⋯(1 56)

第五章生活资科经蕾

第一节采购供应⋯⋯⋯⋯⋯⋯⋯⋯⋯⋯⋯o Q00⋯⋯⋯⋯⋯⋯⋯⋯⋯⋯⋯⋯⋯(160)

第二节食品、副食品⋯⋯⋯⋯⋯⋯⋯⋯⋯⋯⋯⋯⋯⋯⋯⋯⋯@O m@@@OD O OO O Q⋯⋯(163)

第三节日用工业晶⋯⋯⋯⋯⋯⋯⋯⋯⋯⋯⋯⋯⋯⋯⋯⋯⋯⋯⋯⋯⋯⋯．，．⋯⋯(166)

第四节日用杂品⋯⋯⋯⋯⋯⋯⋯⋯⋯⋯⋯⋯⋯⋯⋯o⋯⋯⋯⋯⋯⋯⋯⋯⋯⋯(169)

第五节燃料⋯⋯⋯⋯⋯⋯⋯⋯⋯⋯⋯⋯⋯⋯⋯⋯⋯⋯⋯⋯⋯⋯⋯⋯⋯⋯⋯⋯(172)

附l饮食服务⋯⋯⋯⋯⋯⋯⋯⋯⋯⋯⋯⋯⋯⋯⋯⋯⋯⋯⋯⋯⋯⋯⋯⋯⋯⋯⋯⋯(172)

第六章工业

一，直属工业企业⋯⋯⋯⋯⋯⋯⋯⋯⋯⋯⋯⋯⋯⋯⋯⋯⋯⋯⋯⋯⋯⋯⋯⋯⋯”-(175)

第七●f理

第一节计划统计信息⋯⋯⋯⋯⋯⋯⋯⋯⋯⋯⋯⋯⋯⋯⋯⋯⋯⋯⋯⋯⋯⋯⋯⋯(179)

第二节财务会计⋯⋯⋯⋯⋯⋯⋯⋯⋯⋯⋯⋯⋯⋯⋯⋯⋯⋯⋯⋯⋯⋯⋯⋯⋯⋯(184)

第三节物价⋯⋯⋯⋯⋯⋯⋯⋯⋯⋯⋯⋯⋯⋯⋯⋯⋯⋯⋯⋯⋯⋯⋯⋯⋯⋯⋯⋯(1 91)

第四节劳动工资⋯⋯⋯⋯⋯⋯⋯⋯⋯⋯⋯⋯⋯⋯⋯⋯⋯⋯⋯⋯⋯⋯⋯⋯⋯⋯(194)

第五节职工教育⋯⋯⋯⋯⋯⋯⋯⋯⋯⋯⋯⋯⋯⋯⋯⋯⋯⋯⋯⋯⋯⋯⋯⋯⋯⋯(202)

第六节基建储运⋯⋯⋯⋯⋯⋯⋯⋯⋯⋯⋯⋯⋯“⋯⋯．．．⋯⋯⋯⋯⋯⋯⋯⋯⋯·(204)

第七节安全保卫⋯⋯⋯⋯⋯⋯⋯⋯⋯⋯⋯⋯⋯⋯⋯⋯⋯⋯⋯⋯⋯⋯⋯⋯⋯··(208)

第八章合作商业

第一节公司⋯⋯⋯⋯⋯⋯⋯⋯⋯⋯⋯⋯⋯⋯⋯⋯⋯··*OeO Oo*⋯⋯⋯⋯⋯⋯⋯⋯(210)

第二节组建⋯⋯⋯⋯⋯⋯⋯⋯⋯⋯⋯⋯⋯⋯⋯⋯⋯⋯⋯⋯⋯⋯⋯⋯⋯⋯⋯⋯(211)
第三节经营⋯⋯⋯⋯⋯⋯⋯⋯⋯⋯⋯⋯⋯⋯⋯⋯⋯⋯⋯⋯⋯⋯⋯⋯⋯⋯⋯⋯(214)

第四节管理⋯⋯⋯⋯⋯⋯⋯⋯．-⋯⋯：⋯⋯⋯⋯⋯⋯⋯⋯⋯⋯⋯⋯⋯⋯⋯⋯．-．(221)

附t公私合营⋯⋯⋯⋯⋯⋯⋯⋯⋯⋯⋯⋯⋯⋯．．．⋯⋯⋯⋯⋯⋯⋯⋯⋯⋯⋯⋯··(224)
附录l

一先进人物(集体)名录⋯⋯⋯⋯⋯⋯⋯⋯⋯⋯⋯⋯⋯⋯⋯⋯⋯⋯⋯⋯⋯⋯(225)

二师助级技术职称名录⋯⋯⋯⋯⋯⋯⋯⋯⋯⋯⋯⋯⋯⋯⋯⋯⋯⋯⋯⋯⋯⋯⋯(227)

注释⋯⋯⋯⋯⋯⋯⋯⋯”⋯⋯⋯⋯⋯⋯⋯⋯⋯⋯⋯⋯⋯⋯⋯⋯⋯⋯⋯⋯⋯·(230)

编后记⋯⋯⋯⋯⋯⋯⋯⋯⋯⋯⋯⋯⋯⋯⋯⋯⋯⋯⋯⋯⋯⋯⋯⋯．I．⋯⋯⋯⋯(231)

编毒人员名单⋯⋯⋯卜¨r．．t．．⋯tt．⋯⋯．．-，．．t．．．．．⋯⋯⋯⋯⋯⋯⋯⋯⋯⋯⋯(232)

5 7



事 记

民国十七年(1928)
。 。●’●‘●

’● ‘

+．1t月2日．杭州市区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笕桥富饶址有限责任信用合作社诞生。
。

、， ●

民国三十四年(1 945)

．·4月26日 来鹤楼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

’

”^

民国三十六年(194了)

．．．2月1 2日 庆春门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3月26日 皋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同月28日 草庵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同月30日 彭埠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4,q7日 艮山门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f．4月I 3 El 构结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 同日 全夏庙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J‘ 是月25日 白石镇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同日 下菩萨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5月1日 杭州市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举行创立大会。因“农业生产，，名称不确切未

批准。遂改为杭州农业区(今郊区)合作社联合办事处，第六，七两区除上述10个社外，还有

五堰庙社，唐家井社、全家桥社、沅家村社，滨河头社和第七区第六保社、第九保社共17个

合作社均为杭州市区农业合作社联合办事处社员社。

． 1 949年

5月3日 杭州解放。

5月1 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事代表接管杭州市第6、 第7区公

所，接管后分别改为艮山区、笕桥区。

5月1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事代表接管杭州市第5区公所，接

管后改称为江千区。

9月 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浙江制麻公司， 区人民政府派遣干部接收国民政府经营的中

国纺织公司在艮山，笕桥的收货处，组建合作商店。

zoYJ 1日 艮山、笕桥两区合作商店(区供销合作社前身)成立， 即日开始代购络麻。

·。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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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省人民政府《关于当前开展合作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合作社是广大消费

者和生产者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领导下结合一起的群众性的经济组织，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
． 济组织，是建设社会主义必经的桥梁。

I 1月1日 笕桥区合作商店改组成笕桥区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供销社)。 社址设在笕

⋯’’．⋯‘一——————、—————、————————————————————————————’————————————————————————一——。’桥直街30号-J
—

I 1月中旬两区供销社(合作商店)为市贸易公司代售食米。

11月14日 杭州市郊区第一个乡供销社一一艮山区弄口乡供销社成立。
I 1月18日 艮山区彭埠乡，下菩萨乡供销社同时成立。

11月27日 艮山区和丰乡供销合作社成立。

12R 5日 艮山区五堰(七堡)乡供销社成立。 ，，

是年两区建立了区供销社1个，乡供销社5个。西区合作网初步形成。

1950年

2月2 1日 国民党飞机轰炸杭州，电厂被炸损停电， 各合作社执行市总社布置代售煤油

业务，每公升售价低于市价27％，给当时乘机抬高煤油售价的私商以很大的打击。

3月10日 艮山区合作商店和笕桥区供销社与中蚕公司杭州市支处订立了包烘合约· 在

艮笕合烘处联合烘茧。。

。是月 新塘乡供销社成立。
。

6R 29日 笕桥区供销社召开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理事会，监事会(以下

简称理，监事会)并通过了笕桥区供销合作社《章程)。

oR、七堡供销社与市花纱布公司签订代收购棉花2000担(100吨)的代购合同。是月1日

开始收购。

9R 20日 杭州市合作总社和浙江省公营厂矿联营处签约，由笕桥、艮山两区供销社(商

店)代购黄麻5万市担(2500吨)。其中笕桥区供销社代购2万市担(1000吨)，艮山区合作

商店代购3万市担(1 500吨)。

8月 遵照杭州市供销合作总社颁发的“杭州市基层社整社计划纲要’’， 笕桥区供销社

和艮山区各乡供销社开始整社登记工作，至翌年5月全部结束。在整社登记过程中I 初步澄

清了社员成份，统一了股金标准，实行社务委员会制的=一律改组为理，监事会I统一了会计

制度，实行了由理，监事会任用社干制(除会计由市总社选派外)，统一规定了社千薪给的

最高和最低标准。
一

loRl411 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华东区合作社实施临时优待问题

盼通知"中指出。国营商业对合作社的优待，按照规定的批发价格作如下折扣·l，纱布

l％I霉、细粮，百货2％，3，粗粮、食油、煤油3％，国家银行对合作社的各种贷款， 其利

息较国营企业贷款减低I o％，铁路、轮船，公路等运输企业对合作社物资除优先运输外，铁

路按规定运费减低一级优待，轮船运输按规定运价予以9折或9．5折优待，公路依合同另议优

待，税务机关对合作社的税收，依以下规定优待：新成立之合作社一年内免征所得税，原有

合作社本年度所得税减半征收，营业税减征20％，上下级互相调拨货物，免纳营业税·，

11月 为农民推销蔬菜，集运萝卜向外推销，仪艮山合作商店本月对外运萝卜315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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