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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二部《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在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问市了。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第二部《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较为准确、全面、真实地记录了射洪县供销合作社自1986年以来

20多年的发展和变革的历程，为我们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发扬光大供销合作社优良传统和精神，

开拓创新供销合作社事业光辉灿烂的未来，提供了·本难得的生动而又全面的历史教科书。

射洪县供销合作社自建社以来，从—个刚诞生的弱小婴儿，到发展、壮大为—个经济巨人．从在

旧体制中衰落到在新体制中重获新生。将这一非凡的历史过程完整地联结起来，同第一部《：射洪县供

销合作社志>一道，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完整、真实的射洪县供销合作社事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

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宝贵精神财富。

庄子日：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回顾射洪县供销合作社这20多年来走过的历程，我们感慨万

千。我们为它过去曾经取得的辉煌业绩而感到骄傲，为前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感到自豪；我们也为它

能够从1日体制的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革中重新获得新生而感到欣慰，为蓬蓬勃勃不断发展的新生的合作

经济组织而感到欢欣鼓舞。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是为了警示现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规划未来。供销合作社事业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地顽强发展下去。今天，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和支持供

销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经济迎来了又—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全体从事供销合作社事业发展的同仁们，

要继续发扬光大供销合作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坚持科学的发展

观，齐心协力、同舟共济，为供销合作社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多的奉献!

在第二部《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即将付梓之际．谨向全体编修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

对第二部《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编修工作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他们对供销合作杜事业作出的无私

奉献!

· l ·

中共射洪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书记

射洪县供销合作社联合杜主任：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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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 前言

前
1·

口

1986年5月，首部《：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完稿付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第二部《射洪县供销

合作社志》又终于尘埃落定、封笔完稿了。

如果说，第一部《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是记录供销合作社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那么，第二

部《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则记录了我县供销合作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浪淘沙的历史。

如果说，第一部《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记录了我县供销合作社过去40多年来从诞生到发展，从

弱小到强大的辉煌历史。那么，第二部《射洪县供销合作杜志>则记录了我县供销合作社最近20多年

来，从辉煌走向衰亡，从衰亡走向新生的悲壮历史。

纵观我县供销合作社这2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1986-199(Y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刚从计划经济的辉煌中走出来的供

销合作社，在面临两种机制和两种思想观念的相互冲撞中徘徊前进。

二、1991—1998年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浪淘沙时期。这一时期，供销合作社旧有的体制经受了市

场经济洪流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个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过程中，供销合作社有的企业顽

强地生存下来，有的企业则被残酷地淘汰出局。

三、1999-2005年供销合作社彻底变革时期。这一时期，基层供销合作社和县联社直属企业都相

继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革。经过这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洪流的洗礼，1日体制的供销合作社彻底消亡了，

新的合作经济组织诞生了。

解读供销合作社兴衰的历史，应该把社员股金和基层供销合作社等方面的历史作为重点。因而。

第二部<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在编写过程中，在<社员股金>和《基层供销合作社改革)等章节上

挥撒的笔墨要适当多一些，对此有兴趣的朋友在研究射洪县供销合作社的历史时不妨留意。

射洪县供销合作社这20多年来的变革是史无前例的，发生了许多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为了

重点突出表现这些重要的变革和事件，对历史负责，加深读者对这些变革和事件的理解，在编写的过

程中，我们没有用平铺直叙的写法，而是打破常规．将一些对供销合作社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变革和事件

独立成章，如：<社员股金>、<开拓业务)、<基层供销合作社改革>等，并着重对其历史背景和深

刻影响作了不可或缺的深入分析。这样的写法和这些分析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第二部<射洪县供销

合作社志)区别于第一部<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的特点所在。

作为供销合作社这20多年来轰轰烈烈变革过程的参与者和亲身经历者，把这2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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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

的深刻变革，真实、准确、全面的记录下来，为后人，为来者，还原—个真实的、过去的射洪县供销

合作社，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只有这样做，我们才对得起曾经为我县供销合作社事业的

发展做出艰辛努力和卓越奉献的老前辈门；只有这样做，我们才不至于给供销合作社事业的后来人交

出一本糊涂的历史帐而感到羞愧。这是我们参与编写第二部<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的全体编修人员

能够持之以恒、不辞辛劳、不计个人得失的直接精神动力。

第二部<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能够如期完稿，除编写人员的努力而外。得益于这20多年来，过

去的县供销合作社机关档案工作者为我们留下了比较丰富完整的宝贵历史档案资料，我们应该首先向

他(她)们致谢。另外，《：射洪商贸志：》中收集了一定数量的关于供销合作杜方面的宝贵资料，为我

们编写提供了一些现存的东西。《射洪县供销合作杜年鉴(1991一x995年)>上面也留下了许多有价

值的资料。对此。我们也应该向编写这些资料的人们表示谢意。其次。县志办、县供销社等有关部门

领导也对此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具体的支持，我们应感谢他们为编写工作创造了条件。

当然，第二部《：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由于编写人手少、时间短，造成其内容和质量方面难免没

有缺陷。其次，由于这20多年期间，供销合作社体制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革过程中，有许多比较重要

的、反映供销合作社业务变化的统计指标也在不断的变化，没有历史可比性，导致无法进行连续收

集。第三，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统计数据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查无依据，难免造成一些遗

漏。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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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的编写坚持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以档案资料为基础，以采访、回忆为补充，以书证、物

证为基本依据的原则，力求突出重点，体现特点，真实、全面反映历史原貌。

二、对过去文字档案中记载事实不清楚或不准确的个案，在编写的过程中重新进行核实清楚准确

以后方能入志。

三、本志起止时间为：1986-2005年。但对部分重要的、需要前后连贯的历史事项，则突破了这

一时间界限，对1986年以前的来龙去脉作了一定的交代。

四、由于县联社文书档案现存案卷只有1987年至现在的资料，因此，本志中有大量的历史数据只

能从1987年开始，出现了1986年这一年的空档。

五、关于称谓：

l、关于“射洪县供销合作社”。由于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改革，多数时期全称为： “射洪县供销

合作社联合社”，简称为“县联社”或“县供销社”。都是指同一对象。

2、关于“基层供销合作社”。基层供销合作社在不同的时期，其全称有不同的称谓，有的时期

称“X X区供销合作社”，有的时期又称“射洪县供销合作社X X中心联社”。在编写过程中一般是

这样处理的：单独称谓为“×X供销合作社”，集合统一称谓为“基层供销合作社”或“基层杜”。

有时在列表中由于表格空间的限制，又只标明地方名称，如“金华供销合作社”，则只用“金华”二

字表示。

3、县供销社直属企业。县供销社直属企业有的是公司，有的是厂，有的是商场，单独称谓时，

直接称为“X X公司(厂或商场)”，集合统一称谓为“县联社直属企业”或“94土直属企业”。

六、引用法规和其它文献时一般是忠于原文。

七、本志中有许多历史数据，主要来源于：(1)统计报表；(2)财务报表；(3)劳动工资报表；(4)专

题报告、材料；(s)工作总结材料；(6)简报；(7)年鉴资料；(8)其它有关联的史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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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事记 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

第一篇大事记

一九八六年

5月，首部《：射洪县供销合作志>完稿付印。此志从1984年4月开始历时2年许，搜集上至民国下

至_九八五年底史料，全书8篇，35章、53节，约23万字。

6月，仁和板鸭厂建成投产。1988年和a9s9年又两次扩建冻库，库容量增力11N250吨。该厂总投资

150万元。其中：中商部贴息贷款25万元，县财政拨款20万元。

7月。中商部授予柳树收花站“文明收花站”称号。

8月， “射洪县供销经济学会”成立。

9月． “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建筑工程队”成立。

一九八七年

2月23日，射洪县供销社第二届株算技术竞赛在县总工会举行，来自供销社系统的15+代表队参

赛，柳树区供销社取得团体冠军，日杂公司周建一人独得全能和加、减、除法、传票等四项第一名。

4月22日，射洪县供销合作社第五届社员代表大会在县联社礼堂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农村专

业户、重点户，区乡党政干部，基层社和县联社正式代表250人．列席代表]aoX。

4月3013，县联社制定机关干部“四职”规范，在全系统开展“四职”教育。“四职”指：尽职

业责任、讲职业道德、守职业纪律、有职业技能。

8月20 13，中商部授予县联社“四无仓库先进单位”称号。

8月，青岗轧花厂三、四级锯齿棉和大于供销合作杜大华食品厂广柑柠檬汽水被省供销合作社评

为优质产品。

11月，涪江棉纺厂破土动工，1988年12月竣工试产，1989年一季度正式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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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3月。射洪县供销合作社被省供销合作社授予“四无仓库先进单位”称号。

3月，开始职称改革，到1989年7月基本告一段落，全系统共评出各种专业技术职称总人数429

人，其中：中级职Yt家97人，助理级职称290入。

4月11日至17日，县联社举办第二届“供销杯”职工体育运动会。参赛人员和工作人员400余人，

进行了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中国象棋共五个项目的比赛。

s月，运销公司被省供销合作社评为“效益先进单位”。

7月，青岗轧花厂被中商部评为“优质轧花厂”。

11月22日，县联社党委书记罗昭荣同志被省供销合作社评为“优秀企业家”。

12月，投资100多万元的太空路综贸大楼竣工。

一九八九年

lYl25日，青岗区供销合作杜五金日杂商店因违章使用非在职人员代班守夜，点蜡烛照明，引火

酿成火灾，烧毁门面、库房数问，直接经济损失12万余元。

2月，县联社直属企业按照业务划专划细的原则，原农资公司分折为农资、化肥公司，土产公司

分折为土产、果品公司，13杂公司分折为日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全县供销社共建立农资、化肥、

果品、土产、13杂、回收、棉麻、综贸、运销九个专业公司以及涪棉和逸乐食品厂。

3月。棉麻公司建成食用菌种厂，次年更名为“微生物研究所”。开发食用菌生产业务。

7月，射洪县供销合作社获省供销合作社“1988年度提高经济效益成绩显著”的荣誉称号。

8月，天仙合作总店被天仙供销合作社整体兼并。

9月，青岗收花站、太乙轧花厂被省供销合作社评为先进单位。

9月，县联社党委书记罗昭荣同志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评为劳动模范。

12月，县联社被省供销合作社评为农资专营先进单位。

一九九O年

4月913，县联社召开第六次社员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改原理、监事会为社务管理委员会。

9月26日凌晨四时，太乙涪西收花站发生特大抢劫案件。死一人伤二人，出纳员杨德均与歹徒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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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搏斗。以身殉职。

10月17日，县联社机关档案室被评为“省二级标准”。

11月23日，“射洪县农业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协会”成立。

12月，逸乐食品厂(1985年z月兴建，11月投产)并入化肥公司，化肥公司用此资产同天燃气化

工厂入股联营，开发复混肥生产。

1990年度，因干海椒价格由上年度每公担300元跌到160元，1989年全县收购2665公担，基层社损

失37．3l万元。

12月，涪江棉纺厂由原5000纱锭扩大至tJl0000纱锭。

一九九一年

3月12日，县联社隆重举行建社40周年庆祝活动。12、13日分别在综贸宾馆和县社礼堂举行座谈

会和庆祝会，同时还举办了建社40周年成果图片展，召开了第三届“供销杯”职工运动会。在庆祝会

上，还为从事供销合作社工作30年以上的“老供销”颁发了荣誉证书和纪念品。会后，又组织老职工

到基层企业巡回讲演供销合作社的光荣传统。市供销社主任贺子云、县委副书记李茂君、贺文，常务

副县长吴文明，以及县人大、政协、纪委、组织部、宣传部、县直机关工委、财委、农委、计委、总

工会、工商联等单位和遂宁市中区供销社、市棉麻公司、市农资公司、蓬溪县供销社领导亲临座谈会

表示祝贺。

6月，果品公司同山西临汾地区土产果品茶叶副食品公司建立果品购销加工联营，全年发出柑桔

量5527担，开辟了与省外联营的新路子。

7月20，青岗区供销合作社、土产公司列为我县首批“四放开”试点企业。射洪县人民政府以射

府发(1991)122号<射洪县人民政府关于批转青岗区供销社和土产公司“四放开”方案的通知>正

式批准两个企业“四放开”试点方案。

8月17 13，中商部授予柳树棉花加工厂“商办工业安全文明生产先进单位”称号。

9月，县联社被评为“四川供销合作报发行先进单位”。

10月，草冒辩编织机发明专利以5万元转让给成都市成华区远东科技服务部。

12月，四川省供销合作社授予我县供销合作社“教育先进集体”和“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先进县

联社”称号。

12月，金华合作总店荣获中商部“先进集体”称号。

12月，1991年度，我县棉花入库量达94696t&担，比上年增收5097公担，仅次于历史最高水平的

19s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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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4月，县联社调整棉花经营体制，将基层社收花站人员、财产分别与棉麻公司下属8个棉花加工厂

合并成为8个棉花联营厂，由过去的站收购、厂加工两级经营，改为收构加工一体化联营，年终由棉

麻公司按收购量向基层社返还利润。

4月，我县供销合作社企业集团公司与云南勐腊县供销合作社联营合资，成立勐腊商贸公司，李

开贵兼任经理，谢均良、文炳旭出任副经理。

4月，工副食品联营公司成立，李泽和出任经理。

5月26 13，射洪县供销合作社企业集团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县联社主任胥德鳌兼任集团公司总经

理。集团公司下设总经理办公室、财会结算中心。县联社所属13个直属企业为集团公司成员企业。集

团公司注册资本2197万元。

5月，金源商场筹建领导小组成立，同年11月破土动工，1994年8月18H竣工营业，总投资1546万

元。该商场的建成，打通了射洪县城解放路至子昂城伯玉路到人民市场、太和大道的通道，成为了县

城南来北往的中心。商场面积10000平方米，其中新建7000平方米，在当时堪称川中一流大型现代化

商场。

9月，在我县行政撒区并乡建镇工作中，供销合作社为适应行政区划变化的需要，原11个区供销

合作社更名为中心联社，部分供销合作社的管辖范围也随之作了相应调整。

11月，企业集团公司为适应新疆边贸业务的需要，成立新疆商贸公司，蒲登清任经理，安玉民出

任副经理。

一九九三年

1月，由金华供销社投资350万元修建的金华商城开业。该商城集商贸、文化、娱乐、餐饮、宾

馆为—体，形成商业一条街。是全县基层供销合作社中最大的综合商场。

2月13日，为适应新疆边贸业务的需要，大于中心联社成立洪宁贸易公司，蒲元吉任经理。

2月，县联社机关内部职能科室由蝌3室，精简合并为4科1室：行政办公室、人事保卫科、财会
审计科、业务科、工业科。

3月，县联社成立供销检察室，由检察院和供销合作社双方抽派人员组成，罗通跃、马继龙出任

正副主任。95年4月撤消。

3月，县供销合作社建筑工程队更名为“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建筑工程公司”。

3月。棉麻公司所属各区联营厂更名为棉麻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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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事记 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

4月13日，罗昭荣同志被省供销合作社研究室聘为特约调研员。

5月1 13，国家商品零售税1主1 3％调高到5％，供销合作社税收负担大幅度增加。

5月，供销合作社石化产品经营公司成立，与原运销公司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办公。次年8月，运

输车辆和人员划交农资公司，原运销公司注销。

7月，建立农资集团公司，农业生产资料实施一体化集团经营，原基层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资料

店的人、财、物一并划拨农资公司，原基层供销合作杜生产店更名为农资分公司，由县农资公司统一

经营、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价格、统—运输，年终按经营额给基层供销合作社分配利润。

10月。大于中心联社投资16万元建成一条日产300／公斤水磨汤元粉生产线，实现当年投资，当年

投产，当年见效，填补川中地区汤元粉生产空白。

10月，太和棉麻分公司塑料生产线建成投产。1993年s月投资60万元动工建设，年产塑料薄膜

120吨。

1993年度，由于严重自然灾害，我县棉花大幅度减产，全年收购皮棉6．25万担，降到8睥代以来
的最低点。

一九九四年

1月。大于中心联社创建“边际贡献考核分配体系”，县联社进一步总结完善，得到省市供销社

认可和推广。

171，“射洪县棉花研究所”在县棉麻公司成立。

1月。金华、天仙中心联社被省供销合作社评为93年度“先进基层供销合作社”

4月7 13。洋溪供销社食品厂生产的楞严阁牌天然刺梨醋获蒙古国乌兰巴托国际商品博览会金奖。

4月，全县供销合作社系统开展大规模的清产核资工作，11月结束。

5月，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兼并煤建公司大于煤站。大于煤站位于涪江大桥东头，占地面积5555平

方米，建筑面积1532平方米，职工13人。兼并后的资产、人员、设施、设备全部并入物资回收公司。

5月，金华棉胎厂和涪江棉纺厂被省供销合作社列为“四川供销合作社系统六十家重点工业企

业”。

6月2013．为了解决供销社农资公司、运销公司运力运量分离。效益分流的矛盾，充分发挥和提

高运输车辆营运效益，县联社决定由农资公司对原运销公司的资产和人员实施兼并。

6Yt．金华棉胎厂5个QCtJ,组成果获省供销合作社第四届QC小组成果发布会一等奖，10月又获国

内贸易部“优秀QC／J,组”称号。

8月18日。金源商场开业。

9月，金华棉胎厂厂长范德仁同志被国内贸易部授予“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lo月被省供销合

作社授予“工业企业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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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洪县供销合作社志 第一篇大事记

，10月18 H，农资公司年产2万吨的复混肥厂建成投产。

12月2513，县联社工业科董廷伟同志参加省总工会、省团委、省质协联合举办的“新绿杯”质量

演讲大赛获三等奖。

199俾，县供销社职工学校与重庆商贸学院联合办函授大专班，招收学员38人。
1994年，射洪县供销合作社被四川省供销合作社评为“贸工农—体化经营先进县联社”。

一九九五年

2月，四川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大商场联谊会”在我县金源商场召开。

3月。太和中心联社在太和镇武安开发区5村5社、6社征地新建年产800--1000万匹页岩机砖厂。

5月，县联社何仁兵同志应东北财经大学邀请出席大连全国财务会计改革理论研讨会。撰写的两

篇论文分别获“全国财务会计改革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和二等奖。

6月713，四川省供销合作社第五届Qc成果发布会在我县召开，射洪县供销合作社荣获Qc工作一

等奖。

8月16 13，县联社决定将涪江棉纺厂与棉麻公司合并。

9月。棉麻公司棉油厂投资250万元的浸出油生产线建成投产，年新增产量160吨。

9月23 13，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副主任马李胜来川考察，在听取射洪县棉花科技承包的汇报后。

给予高度评价说： “射洪县供销社开展棉花科技承包的经验很好，是一条路子，它不单独是—个经济

问题，也是—个社会效益问题，这是—个很大的贡献”。

9月25日，利康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该公司是由洋溪、天仙、太乙、大于中心联社和县供销

杜企业集团公司联合投资兴办的独立核算企业，固定资产投资165万元。

9月，县联社谢继贤同志撰写的{：论县级商业企业的模式建立与环境塑造>一文获中国商经学会

“九五华山杯”全国有奖征文优秀论文三等奖。

lo月18H，大于中心联社大华食品厂投资45万元，新增日产500t公斤水磨汤元粉生产线正式投

产。

10月，太和供销社投资70万元、年产1000万匹的页岩机砖厂建成投产。

12月28日，县联社投资225万元建设的新办公楼竣工落成。

1995年，县联社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双拥先进单位”称号。

1995年，金家、仁和、天仙三个农资分公司庄稼医院，被评为全省“百强庄稼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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