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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产公司

大楼

1978年建

贸易货栈

大楼

l 983年建



棉麻公司大楼

l 9825|％建

生产公司大楼 1978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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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商丘县的合作事业，始于民国二十三年(公元l 9 3 4年)，

迄今已五十个春秋。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三个不同政权，合

作社的性质和作用，因时代的不同而各有所异。真正成为服务于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经济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建的合

作社．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商丘县作为全省l 4个试办县之一，开始

在四个行政区推行合作社。同年八月，四区蒋庄信用合作社建立。

一年后，全县合作社发展到4 9所，社员2 l 7 7人，并组成了三

个区联社。‘ ．

时，倡导合作运动的学者，试图通过合作运动以拯救贫困的农

村经济；国民党政府则想通过合作运动，玄耀自己的民生建设；

办社人员只图虚报成绩，同床异梦。其结果正如民国二十五年，

董时进在《中国合作运动今后应取的方针》一文中的描述： _中国

的合作运动，好比用人工插下的枝条，看来虽似一片小树，死活完

全没有一定。许多合作社都没有切实的工作，可以说是有名无实”。

因此，合作社并没有给商丘县贫困的农村经济带来实际好处。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商丘后，也在全县推行

合作社。民国三十一年，全县有合作社1 2 7所，当时的合作社纯

属官办性质，目的是为推行其经济侵略政策，实行生活用品配给

制，、以控制沦陷区人民。地方官吏则借：机搜刮民财，合作社对农+民百
T



害而无一稠。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县政府接管了合作社，设立了合

作指导室和县联合社。由于经费困唯，，虽誊府也曾下令推行合作社，

但合作社已名存实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土改工作的开展，，翻身农民要求

摆脱私商的中间裁削，建立自己的商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扶

持下，l 9 5 0年I 1月县合作总社筹委会建立。同年l 2月，在阎

集区许营乡建成了第一个真正民办的合作社。从此，合作社进入了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十四年来，合作社经历了一个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几分几

合，曲．折前进的过程。五十年代初，国家对合作社在经济上给于扶

持，价格上给予优待，税利采用对集体经济的管理办法。其内部实

行民主管理。理、监事会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l 9 5§?年社

员发展到2 3万余人，2 4 9个门市部遍布全县，占领了整仓农村

市场，。成为农民最可靠的经济支柱。在合作社内部推行的经济核算

和劳动竞赛，使经营管理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

．同时期内，供销合作社还代国家行政机关管理了农村初级市

场；愈责了对农村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安排了农村市场。

在农业、手工业和私营：12商业的三大改造过程申，供销社发挥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l 9 5 8年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供销社与国营商业合

并卜人、财、物三权下放到人民公社。 “大跃进”给供销社带来了

严重的损朱，一部分人员被下球；大量资金被挪用；很鸯质次价高

和不对路商品形成积压；生活必需品脱销；官商作风开始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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