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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巴彦淖尔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现有总人口1 4 0

多万，总面积64413平方公里。在这块美丽富绕的土地上，

1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绥远省陕坝供销合作总社干1 9 5 0

年1月2 1日在陕坝成立。1 9 5 4年3月改为河套行政区

供销合作社， 1 9 5 8年7月与巴彦淖尔盟供销合作社合

并，设巴彦淖尔盟供销合f乍社，迁址磴口三盛公。1 9 7 1

年又迁址临河，至今已有3—9年的历史。
。

在这3 0，多年中，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白

手起家，r艰苦创业，几合几分，曲折前进的过程。它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巴彦淖尔盟辛J：会主

义商业的一支主要力量。现在全系统共有职-]"-11，686名。社

员822，052名，股金2，071万元，基层社占l，924万元。现有

基层社110个，分销店69蚧。零售门市部4,85个，饮食业35个，’
服务，修理业89个，加工企业22个。网点覆盖全盟各地，保

证了农牧民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销售。

30多年来，巴盟供销合作社，为支援抗美援朝、包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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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总结经验，服务当代，留赠后人的愿望出发，编辑了

这本建国后《巴彦淖尔盟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志》。

供销合作社志的编写工作，是根据巴盟公署地方志办公一

室的统一部署，在盟社党委，理事会的直接领导和有力支持

下进行的。同时巴盟档案馆和曾在供销系统工作过的老同志

对我们的编写工作，也给予很大的协助和支持，谨致以衷心

的感谢。，
’

令志共分九章二十四节，较详细的记叙了巴盟供销合作

社建社以来的机构沿革、体制变革、业务活动、社员、股金：

的发展变化，管理形式、典型企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先烈传记等方面的情况。

在编写过程中，为了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一，我们本着广采博收，详近略远，注重实用的原贝H，查阅了

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走访了供销社工作过的老同志，并对

索取韵资料，进行了j认真的分析和核实。初稿写出后，又广。

泛的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邀请部分在供销系统工作

过的老领导、老同志共同进行评审修改，使之更加符合实

际，但由于时隔多年，资料散乱不全，加之我们的修志经验：

和水平所限，难免有遗漏、错误欠妥之处，欢迎各级领导和j

同志们批评指正。 ，

巴彦淖尔盟供销合作衽社史办公室 ，

{ t ．

1’9 8 9年1 1月2 0日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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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巴盟供销合作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逐

步发展壮大起来的。1 9 4 9年J月1 9日，绥远省和平解

放后，1 9 5 0年初，绥远省供销合作总社就派出强有力的

工作组，分别到五原、陕坝两地开展建社工作。在当地党委

和政府的疋确领导下，通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很快在五

原、陕坝建立起具有示范意义的供销合作社。建社后正处在

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经济困难，物质基础薄弱，社会环

境也比较复杂，而供销合作社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

各项业务工作的。为了尽快的发展经济，保障群众生产、生

活资料的供应，供销合作社的职工发扬了艰苦创业的精神，

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登门动员群众入

股，没有门市部，宿舍：自己动手盖，没有交通工具，就人

背、自行车驮，没有炊事员自己轮流做饭。工作不分上下班

和节假日，什么时间都可以买卖。特别是群众迫切需要的生

产，生活资料，璺地没有就到外地组织货源，先后从包头、

银川，河北、山西等地组织了大批粮食，籽种、耕畜，生产

工具等，基本上满足了群众的需要。由于供销社诚心实意为

群众服务，及时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所以

赢得群众的信任，从而更加热爱供销社，积极支持供销社的

工作，资金不足大家帮，没有经营场地无偿提供，没有交通

工具，就主动出人出车，不要任何报酬。在群众的大力支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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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供销合作社的业务越搞越活，经济效益明显加强，物质

基础日益雄厚，真正成为活跃城乡经济的主渠道。

五原、陕坝供销合作袖的建立，不仅对促进工农牧业生

‘产，活跃城乡经济，巩固工农联盟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而

且也为以后普遍开展建社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发展，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要求供销社办的事情越来越多。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

‘1951年绥西地区普遍开展了建社工作，到年底新建县级社4

-．个、基层供销社23个，基本达到了县有供销社，大的集镇有

基层社。1952年各级供销社的建社工作，由集镇引向区乡和

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庄，经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到年底基层供

销社由原来的23个增力,N40个，新增零售商业网点108处，初

步形成了上下相联，纵横交错的商业网络。
。 1953年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

党中央提出口一化三改，，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各级供
销社紧紧围绕党的总路线，一方面通过积极扩大购销业务，

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以农牧业合作化运动为中

．心，积极促进农牧业，手工业和农村、牧区私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特别是在手工业的改造中，供销社坚持了典型示

范，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

织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并通过购销业务和合同

制度，供应原料和推销产品，把手工业生产逐步纳入国家计

划轨道。同时还积极协助他们克服资金短缺，原料不足，产

品销路不稳定的困难。供销合作社对手工业的领导和支持，

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并为以后大规模的

发展手工业生产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创造了雄厚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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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毳l物质条件。在三大改造运动中，基层供销社和零售商

业网点也相应的有7很大的发展，基本上能适应群众生产、

生活上的需要。

1961年恢复旗县以上供销合作社后，认真贯彻了党中央

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尽快发

展农牧业生产、搞活农村，牧区经济，各级供销社在总结历

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农牧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对全

。盟基层供销社和零售商业网点，重新进行了整顿和调整，使

之布局更加合理，从而促进了购销业务不断的扩大，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都取得了明湿效果，赢得广大农牧民的好评。

1977年旗县以上供销合作社第二次恢复后，在各级党委

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供销社迅速得到恢复，从上到下

加强了对基层供销社和零售商业网点的领导，从而使基层社

和零售商业网点，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基层

社和零售商业网点遍布全盟乡镇(苏木)和广大农村牧区。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对农村牧区一系列

政策的贯彻落实，广大农村牧区到处生机勃勃，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大好形势，粮、油、糖和各种经济作物连年增产，多

种经营迅速发展，社会商品流通量日益扩大，群众的购买力

大幅度提高，农牧民要求供销合作社办的事情越来越多，为

了适应广大农牧民的迫切要求，各级供销合作社在网点的建

立与发展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到1988年底，全盟供销系统已

有经营管理机构和零售商业网点1345个，是1950年建社初期

的56倍。
’ ’

随着供销合作事业的蓬勃发展，职工队伍也不断的壮

一大，到1988年底已发展到11，684名，比1950年增加155．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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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商业经营人才，而且还有饮食服务、建筑，机械修理

．等人才。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每年还有不少大中专毕

业生分配到供销社工作，使供销社职工队伍的素质有了很大

的改变和提高，基本上能适应各项工作的需要。：

供销合作社的各项经营活动，虽经几分几合的影响，但

在全体职工的积极努力下，很快扭转局面，恢复原貌。买卖

越做越活，经济效益一年比一年好，对国家的贡献也一年比

一年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供销合作社突破经营分工，

突破行业界限，积极扩大经营范围，大批农副产品作为城市

人民的日用生活品和工业原料，由供销社组织调运到城市。

大批工业品又通过供销社运往农村牧区。供销社已成为联结

城乡经济的桥梁和纽带。由于供销社改变了经营方式，所以

买卖日益兴旺，1988年全盟供销系统纯购进37，643万元。商

品纯销售40，024万元。 利润总额按可比口径完成1，124万

元，缴纳税金1，426万元。全盟七个旗县市社，有五个利阔

突破t00万元大关。特别是乌拉特中旗供销社利润首次实现

206．6万元。
、

供销合作社是由农牧民社员入股集资逐级联合起来的经

济实体。1 950年建社初期，从上到下对发展社员吸收股金极

为重视，当年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到年底发展社员

625人，吸收股金445．20元，虽然社员只占陕坝总人I：12．3％，

但对以后发展社员，吸收股金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供销合作事业的不断发展，到了六十年代初，全盟

社员已发展：N98，568人，股金已达72，553元，(包括额济

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乌达市)。进入七十年代，

因受商供合并的影响，社员和股金的发展处于停止状态，格
· ～4“



别是股金不但没有发展，而且还把部份股金退给社员。197T

年lo月1日恢复县以上供销社后，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对社员和股金进行了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并按有

关规定进行了分红兑现。从而提高了广大农牧民对供销合作

社的信任感，解除后顾之忧，又一次掀起入社集资的新高

潮。特别是在十年改革中，供销社围绕建立农村牧区商品生

产服务中心，改善经营作风，增强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农牧

经济的发展，从经营方式到管理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第一

步恢复了“三性，，，(即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

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确立了合作商业的性质。第二步实

行了“五突破，，(即农牧民入股，经营服务范围、劳动制

度、按劳分配、价格管理)，增强了供销社的经营活力。第

。三步进行以六个发展力(发展为商品生产的系列化服务，发

展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多种经营方

式，发展农村牧区商业网点，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增强

了供销社发展的后劲。由于供销社由官办改为民办，实行

“资金民投，干部民选，企业民管，利归民得，，的办社宗．

旨，所以赢得了广大农牧民的信任，把供销社看作致富鲢坚

强后盾，纷纷入社集资。1988年底，全盟社员发展到80多

万，股金达2，071万元，其中基层社股金占1，924万元。

随着社员和股金的发展，供销社的民主管理也日益完

善，1988年全盟供销系统已有404名农牧民社员，通过社员

代表大会选入基层供销社理、监事会，其中理事163名，监

事242名，保证了农牧民社员参与管理，监督的民主权

利。

三十多来，供销合作社在支援农牧业生产，活跃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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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稳定市场价格，改善群众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

用，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在前进的道路上

也经历了不少曲折。 u ·

． ，

。

1958年大跃进时期，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基层供销

社一度被下放为人民公社的供销部。县以上供销合作社与国

营商业合并，加上受“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

的影响，一度造成商品流通不畅，农村牧区商业工作受到肖Ij

弱。在十年动乱期间，左倾错误恶性发展到顶点，供销社职

丁思想被搞乱，机构网点被撒并，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弃，

旗县以上供销台作社又一次与国营商业合并，由集体所有制

改为伞民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供销合作社滋长了官

商怍风，与农牧民的关系逐渐疏远。一些优良传统也丢掉

了，使供销合作社遭受严曩挫折，农村牧区的商业工作再次

受到削弱。党的十一届三中伞会以来，供销合作社的各项工

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四化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在

实际工作中也有失误的地方。近几年来放松了对职工的政治

思想教育，流通领域氅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在供销系统也

有一定的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把关不严，信息不灵，

造成部分农副产品大量积压，影响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和正常

经营活动。特别是还有一些企、眦“偏主营，，．．“黄兼营"，

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农牧民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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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i

第一节机构的设置与沿革

． 1949年9月19日，绶远省和平解放，1950年初绥远省供

销合作社委派杜国清和韩振图同志带领70多名千部，职工，

分别到五原、陕坝开展建社工作。结合经营活动，广泛深入

的向群众宣传供销合作社的性质、任务和建社方针，在提高

群众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于1950年1月17日成立五原县供销

合作社。1月21日在陕坝成立绥远省陕坝供销合作总社。为了

打开建社工作局面，先后在陕坝建立起一个学校消费合作社

和三个街道基层供销社。 ，

．

1950年3月21日，绥远省陕坝专员公署成立后，绥远省

陕坝供销合作总社也随之改为绥远省供销会作社绥西办事

处。 ：’·
．

1951年绥西地区先后都建屯超县镇供销合作社，即陕坝

镇供销合作社，晏江县供销合阼社、五原县供销合作社、临

河县供销合作社、米仓县供销合作社、安比县供销合作社，

狼山县供销合作社。 ，
-“

根据绥远省供销合作社的指示，绥西各县社于1952年统

改为供销合作总社。

1952年初，绥远省供销合作社绥西办事处，在陕坝所在

地成立两个批发站，即供销业务批发站，推销业务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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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52年lo月初，绥西办事处与陕坝土产公司合并，其人

员业务由绥西办事处统一安排经营。 0。

‘根据行政区划的变更，绥远省供销合作社通知，1953年

11月20日，将晏江县供销合作总社改为达拉特后旗供销合作

总社，米仓县供销合作总社改为杭锦后旗供销合作总社。

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绥远昝建制、将

绥远省管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1954年3月8日，

正式成立河套行政区人民政府，髓之绥远省供销合作社绥西

办事处改为河套行政区供销合作社。 ‘

根据内蒙供销合作社1954年5月11日通知，于1954年6。

月1 It将陕坝镇供销合作社粮食加工厂移交河套行政区粮食

局。同年7月1 it，又将陕坝镇供销合作社肉食供应门市部

移交陕坝镇国营食品公司经营。 ·‘

：一j

1954年loft 8日，乌盟供销合作社与河套行政区供销合

作社共同商定，河套供销合作社将狼山县供销合作社所属石

兰计、长胜两个基层供销社共17个分销店，交乌盟的乌拉特

中后联合旗管辖。乌盟供销合作社将乌拉特前旗供销合作社

所属乌梁素海供应站交河套行政区安北县供销合作社管辖。
· 1954年3月6日，河套行政区服务局与河套行政区供销

，合作社合并，对内一套人马，对外摊两个牌子。

经河套行政区财经委员会批准，于1955年7月15日，成

立河套行政区供销社经理部，负责陕坝、杭后、狼山地区的

采购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推销工作。

1956年初，河套行政区农产品采购局划归河套行政区供

销社领导，一个单位挂两个牌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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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行政区供销合作社，河套行政区商业局子1957年1

月1日共同研究决定将各旗县镇商业系统所属食品公司，专

卖公司(包括饮食业)全盘移交各级供销社领导经营。旗县

镇社以上专营El用工业品的批发零售门市部全盘移交各级商

业局领导和经营。

1957年1月29日，河套行政区供销社、河套行政区农产

品采购局联合通知，将各旗县镇所属农产品采购局移交供销

合作社领导和经营。 ·

河套行政区供销社经理部于1957年5月移交陕坝镇供销

社领导和经营。，

河套行政区陕坝贸易公司于I 957年．4月16日移交陕坝镇

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经营。

经河套行政区地委批准，于1958年1月14日，在临河县

新设内蒙古供销合作社临河生产资料、 日用杂品采购供应

站。临河县供销社所属采购供应经理部同时撤销，．人员业务

移交采购供应站。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指示，河套行政区供销

社于1958年4月9日，、将所属陕坝畜产品采购站移交外贸

局。各旗县镇畜产品公司也同时移交外贸系统领导经营。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1958年4月30日指示，将乌拉特中后

联合旗划归河套行政区领导，撤销安北县、达拉特后旗建制。

随着旗县体制的变更，乌拉特前旗供销合作社-、乌拉特中后

联合旗供销合作社归河套行政区供销合作社领导。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指示，河套行政区供销合

作社于1958年7月与巴彦淖尔盟供销合作社合并，设巴彦淖

尔盟供销合作社。同时撤销陕坝镇供销合作社，并人杭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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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供销合作社。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指示，巴彦淖尔盟商业局、

巴彦淖尔盟供销合作社、巴彦淖尔盟服务局手1958年7月1

日合并为一个单位，设巴彦淖尔盟商业局。但对外仍挂巴彦

淖尔盟供销社的牌子。各旗县商业局，供销社、服务局也同

时合并，设商业局。基层社的建制和名称仍保留。

1960年1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设巴彦高勒市，撤销

磴n县。 原磴乜县供销合作社改为巴彦高勒市供销合作

社。

经困务院批准，巴彦淖尔盟所属乌拉特前旗于1960年7

月14日划归包头市领导。乌拉特前旗供销合作社也随之移交

包头市供销合作社领导。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和巴盟盟委的指示，予

1961年7月29日，成立恢复巴盟供销社筹备处·各旗县市也

相继成立了恢复供销社筹备委员会，负责供销合作社恢复筹

建工作j． ∥ ‘

‘

根据巴盟盟委的决i：’，于1961年8月3日，将阿拉善右

旗商业局、额济纳旗商、i2局改为供销合作社，不再另设商

业局。，乌达市因没有哎镑务作社建制，故不设供销合作社，

只设商业局。 。

一巴盟供销合作社筹备处，各旗，县，市筹备委员会，干

1961年10月2日取销，正式成立巴彦淖尔盟供销合作社和备

旗县市供销合作社。 一

经巴彦淖尔盟公署批准，于1962年9月，在临河成立巴

彦淖尔盟供销-{七贸易货栈。1963年4月11日撤销，财产和部

分业务人员移交临河综合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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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巴彦淖尔盟公署批示，盟和各旗县市水产机构，于

1963年4月t5日移交巴彦淖尔盟供销社和各旗县市供销社领

导经营。

1963年12月6日，乌拉特前旗由包头市划归巴彦渖尔盟

领导，原属包头市管辖的乌拉犄前旗供销合作社移交巴彦淖

尔盟供销社领导。

根据内蒙经委的通知，巴彦淖尔盟供销合作社乌达原盐

运输站，于1965年1月1日，移交乌达盐业=级批发站。

根据内蒙供销合作社的通知，各县旗市所属合作贸易货

栈，于1965年4月15日全部撤销，业务和人员移交各经理

部。

经巴盟盟委批准，于1965年7月20日，正式成立中共巴

彦淖尔盟供销合作社政治处，撤销人事科。

根据巴彦淖尔盟公署的指示，巴彦淖尔盟商业局、巴彦淖

尔盟供销合作社于1965年lo)t 11日合并为一个单位，设巴彦

淖尔盟商业局。对外仍挂两个牌子。各旗县市商业局二供销

会绺社也同时合并，对外也挂两个牌予。 ，

1977年10月1日，巴彦淖尔盟商业局与巴彦淖尔盟供销

合作社分设。成立巴彦淖尔盟供销合作社。备旗县市也相继

分设，成立旗县市供销合作社。’． ·

巴彦淖尔盟副食站于1978年5月1日，由巴彦淖尔盟商

业局移交巴彦淖尔盟供销合作社领导，业务由内蒙副食品公

司管理。 、

1977年9月1日，巴彦淖尔盟土产，生产站，由巴彦淖

尔盟商业局移交巴彦淖尔盟供销合作社领导。业务由内蒙土

产、生产资料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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