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椤

新乡县供销合作社志
(1 949--2009)

新乡县供销合作社志编纂委员会



A．

≮囱>
V

印国供销合作社

新乡县供销合作社志

(1 949～2 00 9)

新乡县供销合作社志编纂委员会



≯
太

醇
≮

艘叹=廿。H。N

鼎漂衷半哺偻餐磁<硝沁辐
对吖枢

●r

^等

静昭
≮慕婶

I



加10年4月15日．圭固^

走常委奇嗣委l长、民革中
央主席胄蕞农(曹左二)仝

目t博爿主席、艮革中失常
务嗣主席所无蕞(茸左一)．

藐搴新，县古目事供荫社祥

和薪村薪联超市．中共新}

市妻丰记要置君、市t府市

长丰虞童(右一)等陪同。

2010牟-1月8日．中

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履工

(右一)视察新}县古

固搴供蜻社祥和新村新

联超市．新，市委书记

熹天君(左二)等领导

陪同。

Ⅲ年3月24日，
河南省政府省长车成

玉(前右二)视察新

，县古固謇供请社祥

和新村新联超市，中

共新}市委书记昊天
君(左二)、市政府市

长李庆J-(酋右一)

等镊导陪同。



2010年s月15日．河南省

政府耐省长捌满亡(右二)

莅新，县供铕社．调研农夤

市场、农青同点建设置农量
供应、毫送情况。新，市政

府市长车皮青(右一)、中
共新，县委书记焦蠕武(右

三)等龋导陪同。

2008#3月21日．

中共河南省委嗣书
记昧垒目(首左

一)、省囊府剖省长

撼藩鲁《首右二)祝

搴昔，县供蚺社，

新，市矗府市长车

鹿青(首右三)等
棰导陪同。

1991年7月31日．河南省豉府翻省

长垂科才(酋左一)、名供晴社主任

年建民(右三)视辜．『，暑小冀棒花
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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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lo#-sMl7日．中共青

，市委书记要天君(古二)

莅新，县供铕社．蓟．『，县

表青配莲中心考察碉研．中

共新，县委书记焦蝎武(左

一)、善吐府县长捌蛙红

(右三)捌县长张格春(左

二)等檀导陪同。

200B和月23日．
供铺总社董事套主{

辉(首右三)莅新!

情社指导视察“●

程”建最情咒．薪，
社主任李同标(左三

，县政府剖县长g

(左一)等橘导陪同．

2008牟-6)]5日．国

郜驻郑州特承i钱长．

一瞬L



20io#-s$13日．河

南省供螭总社捌主任王

勇(左三)莅新，县供

情社调研。新乡市供锚

社嗣主任橱泽斌(左

二)等陪同。

20lO#i月21日，河

南崔供销甚社苴事套翻

主任王田镇(右一)，

茬．『，善供慵社视察．

井深入职工謇庭慰问。

新，市供铸社主任胡海

科等陪同。

2009年752日．河南

省供嫡总社剐逆视员李
若砚(酋左二)、政研

室主任坪文辉和省委政

研室农业北蛙长列光生，

嗣处长谢宝悬．莅新；

县供铺社调研．新，县

政府剖县长伦夸轩等陪

同。



2008年4月6日．新，

市割市长王活通(酋左

一)莅新}县供铕社。

调研“万村千，市场工

程”和“新网工程”建
诖情玩。并与当地农民

亲切盘谈。中共新，县

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

县长王晓蒙等陪同。

20姘5月14目，十
共青海省海东地区行暑

副书记赵建生(前右

三)卓团莅新}县供销

社考察。

2008年3月10日．广

东省供销社领导(左

二)率团莅新9县供销

社参观考察。



2010年5月县社竞垂

书记、主任李宝杰在奎

目县蕴供蚺争作杜工作

随州经鼙现埒畚上生言

■一
2011年5月主蝙剥主

蝙合影(左起 张进清

烈平安高计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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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饭赶市商品l‘琅满目

小冀供销社“口福詹”足锅城 新乡县供锖社食用酋协套童甩茵生产太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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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乡县供销合作社志》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下，经过

编纂人员辛勤笔耕，终于付梓问世了。这是供销社系统一项重要文化建设工

程，也是新乡县供销社的一件大事、喜事，值得庆贺。

新乡县供销合作社成立于1949年4月，至今已有60年的历史。60年风雨

兼程，经历了和国营商业二合二分、特别是改革开放等重大变革，创造过辉煌

业绩，也经受过挫折考验，在艰难曲折中成长、发展、壮大，目前已成为全省

供销社系统二十强单位。计划经济时期，新乡县供销社始终坚持为农服务办社

宗旨，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担负着全县生产、生活资料供

应和棉花等农副产品购销任务。为搞好农村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平

抑市场物价，服务工农业生产，促进新乡县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

要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乡县供销社在经营体制和机制上进行一系

列重大改革，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开拓服务领域，增强企业活力，巩固供销社

在农村商品流通中的主渠道地位。近年来，新乡县供销社按照“真正办成农民

的合作经济组织”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锐意改革，创新发

展。实行开放办社、社会办社。积极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新网工

程”建设，着力构建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大力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社和行业协

会，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探索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新路子和加快供销

社发展的新途径。经过多年改革发展，新乡县供销社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

化，正在从传统经营方式向现代流通业态转变，从单纯购销业务向综合经营服

务转变，从单一供销合作向多领域全面合作转变，成为经皆|生服务功能充分发

挥、公益性服务作用不断体现的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在保障农业生产资料供

应、搞活农产品流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促进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新乡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

新农村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取得显著成绩。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经久

不衰。部门志是地方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乡县供销合作社志》继



承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以Xlj／l,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社会主义修志方法，

实事求是地精心编纂成书。《新乡县供销合作社志》的付梓，为新乡志苑又增

添了一朵绚丽的奇葩。

《新乡县供销合作社志》是一部记述新乡县供销合作社历史和现状的资料

性文献，它记述了供销社60年的发展史，展示了供销社在新乡县经济建设中

的地位、作用和发展的广阔前景，内容全面，资料翔实。是一部既有时代特

点，又有供销社行业特色的专业志书。是供销社系统察古今、求发展的信息

库。为领导认识了解供销社，制定供销社发展规划和指导工作，提供了历史借

鉴和现实依据。同时，也是对供销社系统干部职工进行优良传统教育，推进企

业文化建设的好教材。它的编辑出版，将进一步扩大新乡县供销合作社的对外

影响，有助于宣传供销社，树立供销社良好形象。对供销社的发展与振兴，必

将起到积极的借鉴和促进作用。

张怡春(新乡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二O一一年五月



甲子回春
(代序)

六十花甲子。六十年，县供销社风雨兼程、历经沉浮衰兴。与新中国同

诞，在改革中新生。

新中国成立前夕，新乡县一带活跃着一支以二区区委书记任云为代表的敌

后武工队，常扮成货郎等角色，隐佩手枪，走街串巷，一边筹集粮、棉、油、

布等必需物资，一边搜集情报，发动群众⋯⋯。新乡县供销社随之应运而生。

在之后的近五十年间，供销社被誉为战争年代中国革命的生命线，和平年代社

会主义建设的保障线。上世纪末，以股金风波为标志的“供销海啸”，重创供

销社的经营体制和组织体系，曾经辉煌近半个世纪的“供销大厦”，一朝欲

倾。“取消”、“自生自灭”等流风四起，人心躁动⋯⋯

供销社的旗帜、形象、地位、话语权、宏图大业，靠什么重举再兴?浴火

重生，更显强者英勇!不甘心、不服输的供销社人，并未满足“保持稳定就是

政绩”的告诫，而是坚定的确立了“发展是解决供销社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的总方针，确定了“关注热点、破解难点、打造亮点”的总体思路，提出了

“把握机遇、加快发展”的总体要求。系统上下全面动员，群情振奋的投人二

次创业的热流。这些可爱可敬、可歌可泣的供销社人，再一次用自强不息、坚

韧不拔的供销社精神，书写了一曲奋斗改写历史，拼搏改变命运的壮丽华章。

如今，乘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支持供销社改革发展政策之东风，搭全

国供销总社和省、市供销社史无前例高度重视支持县级社发展之快舟，通过实

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新网工程”，供销社服务“三农”的功能迅速得

到了强化，市场机制下现代流通经营体系也很快得以恢复和创立。为供销合作

事业复兴开创了一条新路。

如今，供销社由以往退出政府行政机构序列，到现在正式确定为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从县社成为县委、县政府的标兵单位，全

国、省、市供销社系统的先进集体，到国家、省、市领导人亲临视察调研，送

来他们的关怀、支持和鼓励；充分说明供销社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六十年，几代供销社人奋斗的历程和创造的历史，不止一次让人感激和感



动。正是这种感激和感动，催生了我们以有限的力量来记述这个过程的责任和

使命。

一部近六十万言、科学而系统记述供销社六十载风雨历程的志书，能在较

短时间完稿，首先，得益于树凌等同志常年在工作中对相关资料细心的搜集和

精心的梳理，得益于刘平安主任的悉心指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

此诚可嘉。记得修志伊始，即曾嘱编辑人员：勿论往今，能详则详；记人写

事，述而不评。然虽经编辑反复努力，许多史料，终未尽收，殊成憾事，唯期

后贤匡谬补珍。本无打算多此白话，但平安、树凌等同志一再恳请，只好急就

章交待、应酬。

李宜杰於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夜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唯物主义观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系统地记述供销社的发展变

化，彰显时代特色和供销社特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上限一般始于1949年，下限断至2009年，采用章、节、目体例，志

末设附录，部分章节下设无题序，计18章101节55万字。

三、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文、图、表结

合，彩照集中排列志前，图表随文插排。

四、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寓观点于叙事之中。行文力求严谨、朴实、简

洁。文字、纪年、数字、计量单位、称谓、标点符号等运用，均按国家有关法

规和志书行文规范执行。

五、入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依据提供资料，按出生年月先后顺序

记述，查元出生年月者按任职先后排序。

六、地名、企业名称用当时的称谓。省、市(地区)、县分别指河南省、

新乡市(地区)、新乡县。

七、机构名称和专用术语多次出现时，首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供销合

作社、供销社联合社，统称供销社；社，指供销社；棉花加工厂、轧花厂，统

称轧花厂；农业生产资料，简称农资。

八、上级授予的集体荣誉和个人荣誉均以表格形式表述，以时为序排列。

九、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县供销社档案室、社属单位档案和新乡地

方志以及相关史书，部分资料由单位或个人提供。缺失资料，采取调查、走访

等方式予以核实、补充。数字来源于县供销社统计报表、财务报表和社属单位

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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