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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藤县供销合作社是一九五二年八月开始筹建的，到二九五三年二

月，实现了各区有区社，较大的行政村有分社或分销处。建社初期，

全县有门店八十个，职r三百多人，如今已物换星移，沦桑巨变了。现

在全县有门店七百多个，：职工二千三百多人。供销合作社是农村合作

化三种形式之一，它对促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负有重要责任。。毛泽东

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谈到发展新中国合作事业的重要

性时指出： “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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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三十多年来，藤县供销合作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坚持把支援

农业生产放在首位，为发展农业生产出了大力。供销社根据农事生产

季节，组织供应各种农业生产资料，并配备有支农人员，到社、到队

帮助农民开展副业生产，并积极收购、推销，供应农民的生活资料，

价格优惠，并经常组织货郎担送货下乡，方便群众选购。供销社不论

收购或供应，都坚持维护群众利益，严格执行物价政策和购销政策。

澌有这些≯都深受农民的拥护和信赖。

回顾供销社的历史，它的成长和取得的成绩，都与党和政府的重

视：．头怀。分不开的。县供销合作社的同志，把藤县供销合作社的历史

客观地、真实地记录下来，编成《藤县供销合作社志》，它必将起到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有利当代，继往开来”的作用。

“社志"编成之后，县供销社的同志鉴于我兼任过藤县供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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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第一届理事会主任，对供销合作社的筹建和初期的工作是了解的。

因此，要求我为“社志”写个序言。喜看藤县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殊为激动。我虽离开藤县多年，但是可以相信，髓着国家经济改革的

不断深入，供销合作社必将继续发扬固有特点，增强新的活力，成为

农村经济服务中心，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写了以上的文字，就作为序言吧。

赵唯 理

一九八七年九月

(注：赵唯理同志是藤县解放时第一任县长、现是北京的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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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喜读《藤县供销合作社志》送审稿，觉得其特点有三：一是指导

思想明确，能客观地记述了县供销合作社建立、成长的过程，阐述了

我县农村商业的历史及现状，这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二是对供

销社的工作作了实事求是的记录，既总结了经验，又找到了教训，符

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三是结构严谨，文字详略

得当。现经中共梧州地委宣传部批准付印，相信此书的问世，对于进

一步搞好供销社的改革，发展我县农村商品经济，搞活流通必将产生积

极的影响。

敬礼!

卢 斌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四日

(注：卢 斌同志是中共藤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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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藤县古代南部有自藤岭，盛产白藤而得名。隋开皇九年即公元

5 8 9年(一说开皇三年)以藤之名置州，称藤州，至洪武十年即公

元1377年降州为县，称藤县，沿用至今。藤县位于东经110。217 12¨至

111。11，31，，，北纬23。21 7．46川至24。97 58¨之间。藤县在广西的东南

部，东接苍梧县，南与岑溪、容县接壤，西邻平南县，北和蒙山、昭

平毗邻。境内地势南北高，中部低，东西最大横距56公里，南北最大

纵距112公里。全县总面积3947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占82．9％，水

域面积占4．7％，耕地面积占8．6％，是八山半水一份田的丘陵山区县。

明洪武二十四年即公元1391年，藤县人口为46316人，到一九四九

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县人口增加到384918人，一九八六年底

达715601人，每平方公里181人。藤县古代是各民族聚居的地方，后来

逐渐为汉人所占据。据一九八二年入口普查，全县人口672324人，其

中汉族671868人，占99．95％，其他民族人口只有393人，不到全县人

口百分之一，现有的少数民族都是外籍来藤县工作的职工干部及其家

属。县内没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是个纯汉族聚居的县份，全操

粤语。
‘

藤县人民不仅为建设家乡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而且在中国的

革命历史上，也曾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太平天国革命时代，战功显赫，

荣登王位的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陆顺德等四人就出自吾藤。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全县入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积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改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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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
‘

藤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日照总时

数为1736．4小时，年平均气温为21．4℃，年无霜期为305～330天，年

平均雨量达1472．7毫米，光、水、热基本能满足农作物一年三熟的需

要。．

藤县气候适宜，生物资源种类繁多。水稻品种约有2 8 3个，油

，料植物8 O多种，淀粉植物8 o多种。树种4 9科l 4 8多种，药用

植物6 O O多种．纤维植物1 o O多种，化工原料植物8 O多种。家

畜以猪牛为首，家禽以鸡、鸭、鹅为主，黄鸡是我县传统的出口产

品。野生鱼类1 o o多种，珍贵的野生动物有果子狸、黄稼、蛤蚧

等。主要土特产品有八角、桂皮、桂油、松脂、木茹淀粉、无籽西瓜

等。

．，无籽西瓜是藤县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项新产品，它是广西农科

院的研究人员经过多年的研究培育成功，在我县繁育、推广的优质西

瓜新品种。近年来，我县每年种植无籽西瓜的面积近二万亩，总产量

五万吨左右。藤县是全国无籽西瓜出口基地，每年运销香港上万吨，‘

占全国(台湾省除外)无籽西瓜销港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藤县生产

的无籽西瓜具有无核、皮薄、肉厚、色红，糖份多(一般都在十度以

上)，抗病力强、适应性广、耐贮运等优点，它闻名全国，饮誉港

澳，是消暑解渴的优质食品。一九七七年，一九八O年藤县无籽西瓜

先后参加全国武汉、郑州西瓜会议评比，均获第一名。一九八二年正

式通过鉴定，荣获广西科研成果一等奖。一九八三年获国务院农牧渔业

部西瓜技术改进二等奖和对外经济贸易部无籽西瓜出口优质产品荣誉

证书，一九八四年获南方七省区西瓜、香甜瓜科研协作会议评比第·
_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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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五日香港《市场报》发表文章，对藤县生产的

无籽西瓜评价是： “个头大i，熟度好，甜度适中，瓜肉颜色鲜红，

甚受市场欢迎”。

藤县主要的土特产品松脂年产量约四、五十万担，桂皮一万五到

二万担，桂油约三百担，八角二千到三千担，以上均是全国重点产区

之一。

藤县地下矿藏也十分丰富，主要的有黄金，钛、重晶石、煤、

铁、锰．磷、铝、锌、钴等。近年来，年产黄金一千五百多两，钛三

万多吨，铁砂六千多吨。钛和黄金已成为我县人民的一项重要收入。
。

藤县交通比较方便。全县有大小河流一百一十多条，祖国南方大

河——珠江，流经县内中部的六个乡镇，境内全长约六十多公里，客、货

轮可上达南宁、柳州，下通广州、香港、澳门，抗日战争前就有轮船

直接通航于藤县——梧州、柳州、广州、香港、澳门等，目前县内拥有大

小机动船只一千四百多艘，年货运量八万五千多吨。陆路公路总长五千

。六百九十八公里，年货运量一万四千多吨。公路方面，从藤城至桂

林291公里，至南宁382公里，至梧州77公里，至柳州328公里，至广州380

．公里。水路方面，从藤城至南宁567公里，至柳州509公里，至梧州56公

里，至广州464公里，至深圳533公里，至香港492公里，至澳门440公里。

总之，藤县气候适宜，资源丰富，交通方便，人民勤劳，发展农

r村商业有着良好的基础。藤县农村商业发展较早．经历较长。大约一

千多年前，蒙江、藤城、太平、赤水、和平、古龙、白马、金鸡等就已成

为贸易集市。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一些

城镇商业被迫转移到农村，各地涌现出一批新的农村集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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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的方针，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

政策。我县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六年的七年时间里，先后贷款一百

八十四万三千二百零六元给私营工商业，使农村商业得到了迅速发

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人民政府迅速领导人民开展退租、退

押和土地改革。一些农民为了方便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他们在退租退

押得到一批资金财物后，便自愿投资合股，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合作

社。这些合作商业后来参加到供销社来，为发展壮大供销合作社事业

增加了一份力量。

为了更好地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一九五O年国家成立了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我县顺应形势，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开始筹建藤县供销

合作社联合社，县长赵唯理兼任筹委会主任。筹委会发动广大人民群

众、职工干部投资入股，发展供销合作社事业。到一九五二年底，全

县先后建立了十个基层供销合作社，开设了三十二个零售商店。一九

．五三年八月，召开了藤县首届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

藤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从此，我县的供销合作社事业便有领导有计

划地迅速发展起来。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县有供销合作社社员一十二

，万三千四百一十二入，投股资金一十五万三千七百五十元；有零售门

．市三百一十一个，批发门市九个，收购站四十八个；有职工九百五十

五人。一九五六年，国家对个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

他们一部分合营到供销社来，扩大了供销社的力量；一部分组成了合

作商店，成为供销社的补充和助手。这样，供销合作社遍布全县城

乡，成为农民群众自己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组织者和供应者，成为农

村经济活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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