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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本县供销系统广大职工，全面了解供销合作事

业的历史，系统掌握各个时期的工作成绩、缺点、经验、

教训，为开创供销合作事业的新局面，提供历史借鉴和现

时依据，我们编写了《彰武县供销合作志》。

本书的编写是在省、市供销社和县委、县政府的直接

领导下，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于1985年7r月成立了社志

领导小组，组织专业编写班子，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

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基本完成了本书的编纂工作。

全书共分十章，约十五万字。记叙了彰武县供销合作社建

社以来(1 949—1985年)的组织机构、管理形式、党群建

设、职工教育、体制改革、经营管理、购销业务和支农帮

富、搞活经济等发展变化。

在编写中，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查阅了有

关资料，走访了有关部门和知情的老同志，得到了热情支

持。因此，本书是有关单位通力协作的结果，是集体劳动

的结晶，对协助的单位与同志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低，缺乏经验，在编选中错漏之处在所

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彰武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志领导小组

一九八八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供销合作社的起源⋯⋯⋯⋯⋯⋯⋯⋯⋯⋯⋯··⋯-⋯⋯·：一·⋯·(1)

第一节供销合作社的产生⋯⋯⋯⋯⋯⋯⋯⋯⋯⋯⋯⋯⋯⋯⋯⋯．．．(1)

第二节彰武县供销合作社概况⋯⋯⋯⋯⋯⋯⋯⋯⋯⋯⋯”⋯⋯一．．(2)

第三节供销合作社的任务、性质和作用⋯⋯⋯⋯···⋯”一⋯．．．⋯··(2)

第四节⋯管理形式⋯·⋯．．⋯⋯⋯⋯⋯⋯⋯⋯⋯⋯⋯⋯⋯“．．”一⋯⋯(3)

一，社员代表大会一⋯⋯··o”¨．·o女⋯_⋯”：⋯·_oi～·。⋯⋯(3)

二、’理事会⋯⋯⋯⋯⋯·”⋯⋯⋯⋯”·⋯⋯⋯⋯⋯⋯⋯⋯⋯“⋯⋯一(8)

兰，‘监事会“⋯··．．．·’m·⋯⋯”⋯··“一⋯“⋯“·一”“·⋯“⋯“⋯⋯i(9)

四、’职工代表大会⋯⋯⋯⋯⋯⋯⋯⋯⋯⋯．．．⋯j⋯··o⋯⋯⋯⋯¨(9)

五、。贫下中震管理商业⋯⋯⋯⋯⋯⋯⋯⋯⋯⋯⋯⋯⋯．．⋯·“⋯⋯·(9)

+六、’供销合作社章程⋯⋯⋯⋯．．．⋯⋯⋯⋯⋯⋯·⋯····⋯j_。⋯．．一(10)

第=童解放前农村私营商业⋯⋯⋯⋯⋯⋯⋯⋯⋯⋯⋯⋯⋯⋯⋯⋯⋯(15)

j、第一节农村商业经营情况⋯“⋯·⋯⋯⋯··⋯⋯·⋯····⋯⋯”··⋯一·(15)

一一、+座商···⋯⋯⋯⋯⋯⋯⋯⋯⋯⋯⋯”⋯⋯⋯·⋯⋯⋯⋯”一．‘．．·¨?(15)

二，+小商小贩⋯⋯⋯j··⋯···⋯⋯··⋯·⋯··⋯⋯⋯⋯⋯⋯⋯⋯o一．r-(17)

。第二节‘农村集市⋯⋯⋯⋯⋯⋯⋯⋯t·⋯⋯⋯⋯⋯⋯⋯⋯掣⋯⋯．．．一(18)

一、。集甫的建立⋯⋯”·⋯··⋯’-o7⋯．¨⋯··一⋯一“⋯⋯⋯⋯?·⋯·Ⅵ‘(18)

二，集市规模和主要物资流通渠道⋯⋯⋯⋯⋯⋯⋯⋯⋯⋯⋯⋯⋯(18)

第三节伪满时期的官僚垄断商号⋯⋯⋯⋯⋯⋯⋯⋯⋯⋯⋯⋯⋯⋯(19)

第三章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

第一节改造前基本情况⋯⋯⋯⋯⋯⋯⋯⋯⋯⋯⋯⋯··⋯⋯⋯⋯⋯·(20)

第二节积极改造农村私营商业⋯⋯“⋯⋯⋯⋯⋯⋯⋯⋯⋯”⋯⋯··(21)

一、统筹安排⋯⋯⋯⋯⋯⋯⋯⋯⋯⋯⋯⋯⋯⋯⋯⋯⋯⋯⋯⋯⋯叶(21)

二、积极改造⋯⋯”⋯⋯⋯⋯⋯⋯⋯⋯⋯⋯⋯⋯⋯⋯⋯⋯⋯⋯⋯·(22)

三、取得成效⋯⋯⋯⋯⋯⋯⋯⋯⋯⋯⋯⋯⋯⋯⋯⋯⋯⋯⋯⋯⋯⋯(24)

第四毫彰武县供销合作事业的诞生与发晨⋯⋯⋯⋯⋯⋯⋯⋯⋯⋯⋯(26)

第一节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26)

第二节一基层供销合作社⋯⋯⋯⋯⋯⋯⋯⋯⋯⋯⋯⋯⋯⋯⋯⋯⋯”·(39)

第三节县供销合作社所属各专业公司的建立与沿革⋯⋯⋯⋯⋯⋯(66)

一、信托贸易公司⋯⋯一⋯⋯⋯⋯⋯⋯⋯⋯··⋯⋯⋯⋯⋯··⋯⋯¨(66)

二、农业生产资料公司⋯⋯⋯⋯⋯⋯⋯⋯⋯⋯⋯⋯⋯⋯⋯⋯⋯⋯(68)

三、土产日杂公司⋯⋯⋯⋯⋯⋯⋯⋯”⋯⋯⋯⋯⋯⋯⋯⋯⋯⋯⋯·(70)

四、棉麻公司⋯⋯⋯⋯⋯⋯⋯⋯⋯⋯⋯⋯⋯⋯⋯⋯⋯⋯⋯⋯⋯⋯(72)

一1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五、废旧物资回收公司⋯⋯⋯⋯⋯⋯⋯⋯⋯⋯⋯⋯⋯⋯⋯⋯⋯⋯(75)

六、解放商场⋯⋯⋯⋯⋯⋯⋯⋯⋯⋯⋯⋯⋯⋯⋯⋯⋯⋯⋯⋯⋯⋯(77)

七、供销联营公司⋯⋯⋯⋯⋯⋯⋯⋯⋯⋯⋯⋯⋯⋯⋯⋯⋯⋯⋯⋯(78)

第四节农村代购代销店⋯⋯⋯⋯⋯⋯一⋯⋯⋯⋯⋯⋯⋯⋯⋯⋯⋯(79)

一，农村双代店的建立⋯⋯⋯⋯⋯⋯⋯⋯⋯⋯⋯⋯⋯⋯⋯⋯⋯⋯(79)

二、双代店的性质⋯⋯⋯⋯⋯⋯⋯⋯⋯⋯⋯⋯⋯⋯⋯⋯⋯⋯⋯⋯(80)

三、双代店经营范围⋯⋯⋯⋯⋯⋯⋯⋯⋯⋯⋯⋯⋯⋯⋯⋯⋯⋯⋯(80)

四、双代员报酬⋯⋯⋯⋯⋯⋯⋯⋯⋯⋯⋯⋯⋯⋯⋯⋯⋯⋯⋯⋯⋯(80)

五、双代店的制度⋯⋯⋯⋯⋯⋯⋯⋯⋯⋯⋯⋯⋯⋯⋯⋯⋯⋯⋯⋯(80)

六，双代员的政治待遇⋯⋯⋯⋯⋯⋯⋯⋯⋯⋯⋯··⋯⋯⋯⋯·O OO Q U(80)

第五章1949—1985年购销业务的发展变化⋯⋯⋯⋯⋯⋯⋯⋯⋯⋯⋯(81)

第一节1949年⋯⋯⋯⋯⋯⋯⋯⋯⋯⋯⋯⋯⋯⋯⋯⋯⋯⋯⋯⋯⋯⋯(81)

第二节1950w1952年⋯⋯⋯⋯⋯⋯⋯“·”⋯⋯⋯·⋯⋯⋯⋯⋯⋯⋯(82)

第三节1953一1957年⋯⋯⋯⋯⋯⋯⋯⋯⋯⋯⋯⋯⋯⋯⋯⋯⋯⋯⋯(82)

第四节1958--1965年⋯⋯⋯⋯⋯⋯⋯⋯⋯⋯⋯⋯⋯⋯⋯⋯⋯⋯⋯(85)

第五节1966--1976年⋯⋯⋯⋯⋯⋯⋯⋯⋯⋯⋯⋯⋯⋯⋯⋯⋯⋯⋯(88)

第六节大肆推行“啥尔套经验"的年代里⋯⋯⋯⋯⋯⋯⋯⋯⋯⋯(88)

一、“赶大集”前的啥尔套⋯⋯⋯⋯⋯⋯⋯⋯⋯⋯⋯⋯⋯⋯⋯⋯(88)

二，强令推行“赶大集秒对期的啥尔套⋯⋯⋯⋯⋯⋯⋯⋯⋯⋯⋯(89)

三，今日哈尔套⋯⋯⋯⋯⋯⋯⋯⋯⋯⋯⋯⋯⋯⋯⋯⋯⋯⋯⋯⋯”·(91)

第七节1979--1985年⋯⋯⋯⋯⋯·⋯⋯⋯⋯⋯⋯⋯⋯⋯⋯⋯⋯⋯“(9I)

第八节开拓服务领域，兴办第三产业⋯⋯⋯⋯⋯⋯⋯⋯⋯⋯⋯⋯(96)

第六章扶持农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99)

第一节农业生产资料供应⋯⋯⋯⋯⋯⋯⋯⋯⋯⋯⋯⋯⋯⋯⋯⋯⋯(99)

一、生产资料销售额⋯⋯⋯⋯⋯⋯⋯⋯⋯⋯⋯⋯⋯⋯⋯⋯⋯⋯⋯(99)

二、主要品种供应量⋯⋯⋯⋯⋯⋯⋯⋯⋯⋯⋯⋯⋯⋯⋯⋯⋯⋯(100)

三、供应方法和措施⋯⋯⋯⋯⋯⋯⋯⋯⋯⋯⋯⋯⋯⋯⋯⋯⋯⋯(101)

四、附表⋯⋯⋯⋯⋯⋯⋯⋯⋯⋯⋯⋯⋯⋯⋯⋯⋯⋯～⋯⋯⋯⋯·(102)

第二节积极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107)

一、资源⋯⋯⋯⋯⋯⋯⋯⋯⋯⋯⋯⋯⋯⋯⋯⋯⋯⋯⋯⋯⋯⋯⋯ (107)

二、农村副业生产发展变化⋯⋯⋯⋯⋯⋯⋯⋯⋯⋯⋯⋯⋯⋯⋯(118)

三、帮助农村建立商品基地⋯⋯⋯⋯⋯⋯⋯⋯⋯⋯⋯⋯⋯⋯⋯(120)

四、资金扶持⋯⋯⋯⋯⋯⋯⋯⋯⋯⋯⋯⋯⋯⋯⋯⋯⋯⋯⋯⋯⋯(123)

第三节家庭副业⋯⋯⋯⋯⋯⋯⋯⋯⋯⋯⋯⋯⋯⋯⋯⋯⋯⋯⋯⋯(125)

一、家庭副业发展变化⋯⋯⋯⋯⋯⋯⋯⋯⋯⋯⋯⋯⋯⋯⋯⋯⋯(125)

二、家庭副业主要产品⋯·．．．⋯⋯⋯⋯⋯⋯⋯．．．⋯⋯⋯⋯⋯⋯一 (127)

三、支农帮富和开展生产自救⋯⋯⋯⋯⋯⋯⋯⋯⋯⋯⋯⋯⋯⋯(132)

四、附表⋯⋯⋯⋯⋯⋯⋯⋯⋯⋯⋯⋯⋯⋯⋯．．．⋯⋯⋯⋯⋯⋯⋯ (133)

一2一



第七童供销合作社的经营管理⋯⋯⋯⋯⋯⋯⋯⋯⋯⋯⋯⋯⋯⋯⋯(135)

第一节财务管理⋯⋯⋯⋯⋯⋯⋯⋯⋯⋯⋯⋯⋯⋯⋯⋯⋯⋯⋯⋯(135)

一、财会机构设置⋯⋯⋯⋯⋯⋯⋯⋯⋯⋯⋯⋯⋯⋯⋯⋯⋯⋯⋯(135)

二、资金管理⋯⋯⋯⋯⋯⋯⋯⋯⋯⋯⋯⋯⋯⋯⋯⋯⋯⋯⋯⋯⋯(141)

三、费用管理⋯⋯⋯⋯⋯⋯⋯⋯⋯⋯⋯⋯⋯⋯⋯⋯⋯⋯⋯⋯⋯(147)

四、利润管理⋯⋯⋯⋯⋯⋯⋯⋯⋯⋯⋯⋯⋯⋯⋯⋯⋯⋯⋯⋯⋯(147)

五、会计核算⋯⋯⋯⋯⋯⋯⋯⋯⋯⋯⋯⋯⋯⋯⋯⋯⋯⋯⋯⋯⋯(148)

六、群众核算⋯⋯⋯⋯⋯⋯⋯⋯⋯⋯⋯⋯⋯⋯⋯⋯⋯⋯⋯⋯⋯(151)

七、财务t}划的编制和分析⋯⋯⋯⋯⋯⋯⋯⋯⋯⋯⋯⋯⋯⋯⋯(151)

八、经营管理活动⋯⋯⋯⋯⋯⋯⋯⋯⋯⋯⋯⋯⋯⋯⋯⋯⋯⋯⋯(151)

九、拨货计价、实物负责制的建立⋯⋯⋯⋯⋯⋯⋯·⋯⋯⋯⋯··(157)

十、认真贯彻执行十项会计纪律⋯⋯⋯⋯⋯⋯⋯⋯⋯⋯⋯⋯⋯(157)

十一：社员股金⋯⋯⋯⋯⋯⋯⋯⋯⋯⋯⋯⋯⋯⋯⋯⋯⋯⋯⋯⋯(158)

十二、基本建设管理⋯⋯⋯⋯⋯⋯⋯⋯⋯⋯⋯⋯⋯⋯⋯⋯⋯⋯(159)

第二节计统工作⋯⋯⋯⋯⋯⋯⋯⋯⋯⋯⋯⋯⋯⋯⋯⋯⋯⋯⋯⋯(165)

第三节物价工作⋯⋯⋯⋯⋯⋯⋯⋯⋯⋯⋯⋯⋯⋯⋯⋯⋯⋯⋯⋯(166)

第八章储运加工⋯⋯⋯⋯⋯⋯⋯⋯⋯⋯⋯⋯⋯⋯⋯⋯⋯⋯⋯⋯⋯(167)

第一节储运⋯⋯⋯⋯⋯⋯⋯⋯⋯⋯⋯⋯⋯⋯⋯⋯⋯⋯⋯⋯⋯⋯(167)

一、基层社和直属公司的仓储建设⋯⋯⋯⋯⋯⋯⋯⋯⋯⋯⋯⋯(167)

二、仓储管理⋯⋯⋯⋯⋯⋯⋯⋯⋯⋯⋯⋯⋯⋯⋯⋯⋯⋯⋯⋯⋯(1 67)

三、运力情况⋯⋯⋯⋯⋯⋯⋯⋯⋯⋯⋯⋯⋯⋯⋯⋯⋯⋯⋯⋯⋯(168)

四、运输业务的管理⋯⋯⋯⋯⋯⋯⋯⋯⋯⋯⋯⋯⋯⋯⋯⋯⋯⋯ (168)

第二节加工⋯⋯⋯⋯⋯”⋯⋯⋯⋯⋯⋯⋯⋯⋯⋯⋯⋯⋯⋯⋯⋯·(169)

第九章政治工作⋯⋯⋯⋯⋯⋯⋯⋯⋯⋯⋯⋯⋯⋯⋯⋯⋯⋯⋯⋯⋯(171)

第一节党群组织⋯⋯⋯⋯⋯⋯⋯⋯⋯⋯⋯⋯⋯⋯⋯⋯⋯⋯⋯⋯(171)

一、党组织⋯⋯⋯⋯⋯⋯⋯⋯⋯⋯⋯⋯⋯⋯⋯⋯⋯⋯⋯⋯⋯⋯(】_71)

二、团组织⋯⋯⋯⋯⋯⋯⋯⋯⋯⋯⋯⋯⋯⋯⋯⋯⋯⋯⋯⋯⋯⋯(181)

三、工会⋯⋯⋯⋯⋯⋯⋯⋯⋯⋯⋯⋯⋯⋯⋯⋯⋯⋯⋯⋯⋯⋯⋯ (181)

第二节政治机构设置沿革⋯⋯⋯⋯⋯⋯⋯⋯⋯⋯⋯⋯⋯⋯⋯⋯ (】82)

第三节政治运动⋯⋯⋯⋯⋯⋯⋯⋯⋯⋯⋯⋯⋯⋯⋯⋯⋯⋯⋯⋯(182)

一、“三、五反’’运动⋯⋯⋯⋯⋯⋯⋯⋯⋯⋯⋯⋯⋯⋯⋯⋯⋯(j 82)

二、整党整社运动⋯⋯⋯⋯⋯⋯⋯⋯⋯⋯⋯⋯⋯⋯⋯⋯⋯⋯⋯ (182)

三、整党整风和反右斗争⋯⋯⋯⋯⋯⋯⋯⋯⋯⋯⋯⋯⋯⋯⋯⋯(183)

四、“新三反”运动⋯⋯⋯⋯⋯⋯⋯⋯⋯⋯⋯⋯⋯⋯⋯⋯⋯⋯ (183)

五、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 (183)

六、革命化活动⋯⋯⋯⋯⋯⋯⋯⋯⋯⋯⋯⋯⋯⋯⋯⋯⋯⋯⋯⋯(184)

七、“文化大革命”运动⋯⋯⋯⋯⋯⋯⋯⋯⋯⋯⋯⋯⋯⋯⋯⋯(184)

八、开展靠双学"活动⋯⋯⋯⋯⋯⋯⋯⋯⋯⋯⋯⋯⋯⋯⋯⋯⋯(186)

一3一



九、开展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186)

十、开展“五讲四美"活动⋯⋯⋯⋯⋯⋯⋯⋯⋯⋯⋯⋯⋯⋯⋯(186)

第四节平反冤假错案和错划右派改正工作⋯⋯⋯⋯⋯⋯⋯⋯⋯ (187)

第五节职工教育⋯⋯⋯⋯⋯⋯⋯⋯⋯⋯⋯⋯⋯⋯⋯⋯⋯⋯⋯⋯(157)

一、教育机构沿革⋯⋯⋯⋯⋯⋯⋯⋯⋯⋯⋯⋯⋯⋯”⋯⋯⋯⋯’(189)

二、师资的配备⋯⋯⋯⋯⋯⋯⋯⋯⋯⋯⋯⋯⋯⋯⋯⋯⋯⋯⋯⋯(189)

三、教材⋯⋯⋯⋯⋯⋯⋯⋯⋯⋯⋯⋯⋯⋯⋯⋯⋯⋯⋯⋯⋯⋯⋯(189)

四、教学方法及培训⋯⋯⋯⋯⋯⋯⋯⋯⋯⋯⋯⋯⋯⋯⋯⋯⋯⋯(189)

第六节劳动管理⋯⋯⋯一⋯⋯⋯⋯⋯⋯⋯?⋯⋯⋯⋯⋯⋯⋯⋯⋯(191)

一、工种类别⋯⋯⋯”⋯⋯⋯⋯⋯⋯⋯⋯⋯⋯·⋯⋯⋯⋯⋯⋯⋯ (191)

二、人事管理⋯”⋯⋯⋯⋯⋯⋯⋯⋯·⋯⋯⋯⋯⋯⋯⋯⋯⋯·⋯··()91)

三、岗位责任制·”⋯⋯·⋯⋯．．⋯⋯·．．⋯⋯⋯⋯⋯⋯·⋯”⋯”⋯· (192)

第七节劳动工资⋯⋯⋯．-一··⋯⋯¨··⋯⋯⋯⋯⋯⋯⋯．．⋯⋯⋯“(193)

一、工资形式⋯一⋯⋯⋯一·⋯⋯⋯⋯⋯⋯⋯一⋯””⋯⋯⋯⋯⋯·(193)

二、附加工资··⋯⋯·⋯⋯⋯⋯⋯⋯⋯⋯⋯⋯·7．．⋯⋯⋯“t⋯⋯一(193)

三、煤粮补贴一⋯⋯⋯⋯⋯⋯⋯一一⋯⋯⋯⋯⋯⋯⋯⋯·⋯⋯⋯一(193)

四、副食品补贴⋯⋯⋯⋯⋯⋯⋯⋯⋯⋯⋯⋯⋯⋯⋯⋯⋯⋯⋯，⋯ (194)

五、加班加点津贴⋯⋯⋯⋯⋯⋯⋯⋯⋯⋯⋯⋯⋯⋯⋯⋯⋯⋯⋯(194)

六、计划外人员工资⋯⋯⋯⋯⋯⋯⋯⋯⋯、··⋯⋯·⋯⋯⋯⋯⋯⋯(194)

七、工资地区差⋯⋯⋯⋯⋯_⋯⋯⋯⋯⋯⋯⋯⋯⋯⋯⋯⋯⋯⋯(194)

八、工资支付⋯⋯⋯⋯⋯⋯⋯⋯⋯⋯⋯⋯一⋯⋯⋯⋯⋯⋯⋯⋯(194)

九、奖励工资⋯⋯⋯⋯⋯：“·i．．⋯”⋯¨·¨⋯⋯⋯一⋯⋯⋯⋯·一(194)

十、工资改革及工资调整⋯⋯⋯⋯·：：：：：⋯⋯⋯⋯⋯⋯⋯⋯⋯⋯ (195)

第八节劳保福利⋯⋯⋯⋯⋯⋯⋯⋯⋯⋯-．．⋯⋯⋯⋯⋯⋯⋯⋯⋯(196)

一、劳保福利内容⋯⋯⋯⋯⋯⋯⋯⋯⋯_⋯⋯⋯⋯⋯⋯⋯⋯⋯(196)

二、职工福利费的使用⋯⋯⋯⋯⋯⋯⋯⋯⋯⋯⋯⋯⋯⋯⋯⋯⋯(196)

三、劳动保险·⋯⋯⋯⋯⋯⋯⋯⋯·⋯⋯⋯⋯⋯⋯⋯⋯⋯⋯·⋯⋯(197)

四、劳动保护⋯⋯⋯⋯⋯⋯⋯⋯⋯·⋯⋯⋯⋯⋯⋯⋯⋯“⋯⋯⋯(197)

五、其它福利事业⋯⋯⋯⋯⋯⋯⋯⋯⋯⋯⋯⋯⋯⋯⋯⋯⋯⋯⋯(198)

第九节安全四防⋯⋯⋯⋯⋯⋯⋯⋯⋯⋯⋯一⋯⋯⋯⋯⋯⋯⋯⋯·(198)

第十节表彰先进⋯⋯⋯⋯⋯⋯⋯⋯⋯⋯⋯⋯⋯⋯⋯⋯⋯⋯⋯⋯(199)

第十章杂记⋯⋯⋯⋯⋯⋯⋯⋯⋯⋯⋯⋯⋯⋯⋯⋯⋯⋯⋯·⋯⋯⋯··(212)

第一节重大事故⋯⋯⋯⋯⋯⋯⋯⋯⋯⋯⋯⋯⋯⋯⋯⋯⋯⋯⋯⋯(212)

一、盗窃、强抢案⋯⋯⋯⋯⋯⋯⋯⋯”⋯⋯⋯⋯⋯⋯⋯⋯⋯⋯·(212)

二、火灾⋯⋯⋯⋯⋯⋯⋯⋯⋯⋯⋯⋯⋯⋯⋯⋯⋯⋯⋯”一。⋯⋯(213)

三、车祸⋯⋯⋯⋯⋯⋯⋯⋯⋯⋯⋯⋯⋯”⋯⋯⋯⋯⋯⋯·⋯⋯⋯(213)

四、伤亡事故⋯⋯⋯⋯⋯⋯⋯⋯⋯⋯⋯⋯⋯·⋯··⋯⋯”⋯一⋯·(213)

五、受骗⋯⋯⋯⋯⋯⋯⋯⋯⋯⋯⋯⋯⋯⋯⋯⋯·”“⋯⋯．．⋯“i”(214)

一4——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起源

第一节 供销合作社的产生

我国供销合作事业，早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一些革命

根据地，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创办了。毛泽东同志指出： “我们的经营商

业是从合作社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857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于1923年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就建立了

第一个新型商业——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它从经济上团结1了工人阶

级，从政治上推动了工人运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在井岗山创办过公营

商业·-盔公卖处带。在江西根据地成立过对外贸易局、粮食调剂局和合作总

社。革命根据地公营商业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由

人民政府拨款开设的，一个是由机关、部队、学校投资开办的。当时，革命

根据地的商业，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商业系统，而是

按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建立的。它的主要任务和目的是：在物资上

保障红军的供给，在经济上，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我们的革命根据地，虽然长期被敌人骚扰和分割，市场狭小动荡，资金

贫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极不繁荣发达。但是通过这种商妲的实践，为商

业工作的艰蕾奋斗、勤俭经营，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培育了大批的骨干

力量，为全国解放后组织和建立农村供销合作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毛泽

东同志指出： “它却初步锻炼了从事商业的干部，积累了一些经商的经验与

小量的资金”(《毛泽东选集》第857页)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合作经济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作用，采

取了积极扶助的方针，使供销合作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一个月，就在政务院设立了中央合作事业管理

局，以统一管理和领导全国的合作社事业。1950年7月，召开了全国合作社

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会上，刘少奇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讨论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并通过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章程

(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合作社是劳动群众自己的经济组织，规定了合作

社商业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农村是供销合作社，在城市和工矿区是消费合作

社，确定了“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基层社为社员服务"的正确方针。同时

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信用和手工

业生产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社。此后，还按行政区戈《，陆续成立了地方各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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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1954年7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选出了全国委员会，并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

总社改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自此，供销合作社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完整

的组织体系。

第二节彰武县供销合作社概况

彰武县供销合作社，是从1949年春，在各级党政领导下，经历了一个由

小到大、由低到高，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现在，供销合作社

在全县已成为同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组织。三十多年来，我县基层

供销合作社，已由1949年初期的42个调整到1985年的24个，下设分销店67

个，代购代销店58个；县联社直属专业公司，由一个供销经理部发展到7个

公司。网点星罗棋布，遍及广大城乡。1949年有职工]96人，到1985年已有

职工2，426人；自有资金已由11万元，增加到282万元；经营商品已由200种

增加到7，000多种；商品销售总额已由39万元，增加到7，423万元；自有运输

工具已由14辆骡马车，发展到机动车辆28台，骡马车12台。此外，还新建

办公、营业楼5幢，建筑面积达6，720平方米。

第三节供销合作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

1．供销合作社的性质

解放初期，我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

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入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供销合作社是

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合作社商业组织，又是群众团体组织，但它在

各个不同时期，其性质曾先后经历了五次变化。

1949--1957年，供销合作社是在国家管理下的劳动人民群众实行民主

管理的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所有制性质。 ‘

1958年以后，随着行政机构和企业管理机构的合并，我县供销合作社由

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

1962年9日，党的八届十巾全会通过了《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再

次肯定供销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我县供

销合作社又由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继续实行民主管理。

1977年12月，国务院又决定，供销合作社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商

业。我县供销合作社又改为全民所有制的商业。

1983年，根据中央(1983)1号文件和国务院(1983)21号文件精神，

我县供销合作社进行了全面的体制改革工作，再次恢复供销合作社为农村合

作商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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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销合作社的任务和作用。

我县供销合作社，从建社初期，就确定了供销合作社的基本任务：

(1)、通过购销业务，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支

援国家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2)、根据国家计划和价格政策，通过有计

划的供销业务和合同制度，引导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

道，并促进其社会主义改造，(3)，在国家商业管理机关的领导下，有组织

的扩大商品流转，领导农村市场，逐步实现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供销合作社在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经济生

活服务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促进工农

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工农联盟的巩固。 (二)、领导农村市场，

通过供销关系，把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者，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从政

治上和经济上帮助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三)、发

挥主渠道作用，做好市场供应工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

要。(四)、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

第四节 管理形式

供销合作社是遍及全国的群众性经济组织，国家设有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省、市、县都设有联合社。全国广大农村按乡都建立了基层供销社，

下级社是上级社的社员社，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供销社的管理体制是民

主管理。

一、社员代表大会

社员代表大会是供销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的权力机构。基层供销社社员

代表大会的代表，按上级社规定的名额，由基层社所属范围内的供销社社员

中民主选举产生。县联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按上级社规定的名额，由各

基层社的理、监事会联席会议协商研究，提出候选人名单，交社员小组酝酿

讨论，最后经社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日常工作

由其常设机构理事会负责办理，并由监事会监督执行。基层供销社代表任期

为二年，县社代表任期三年。代表大会的职权：

1．通过和修改本社章程；

2．审查和批准本社理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3．选举和罢免理、监事会成员，

4．审查批准本社经营方针，年度计划，发展多种经营规划和措施；

5．审查批准本社财务预、决算，盈余分配或弥补亏损等议案；

6．其它重要问题的讨论或决议。

基层社代表大会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县社代表大会原则上每年举行

一次代表大会由理事会召集，遇有特殊情况，可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或延期召

开。县代表大会的开会日期、地点和讨论的问题，理事会要于会前一个月通

一3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