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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大英供销合作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力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党和国

家关于供销合作的方针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真实

性原则，实事求是，系统地记载了大英境域及大英建县后供

销合作事业的发展历程．

二、本志属新修，记述的史实范围限于大英县域，记述

上限时间原则为民国元年(1 9 1 2)，下限时间为2 005年，相
’

关部分史实适当：上溯至晚清。记述中，大英建县前称“大英

．境域力了、建县后称。k大英县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分别

称“建国前嚣、”。“建国后"。 j’。

‘

三、本志资料源于大英县域4 o余部新、续修乡镇志，《蓬

溪县供销合作社志》和大英、蓬溪供销联社，大英统计、档

案部门提供的资料以及编写人员采访的口碑资料。这些资料

均通过调查核对、去伪存真筛选，力求精到准确。

四、引用数据以供销统计数据为准，部分源于资料：计

算标准和统计口径依照《统计法》规定，计量单位为国家法

．．I．．



凡 例

j 定计量单位。历朝(含民国)纪年以当时称谓夹注公元纪年。
‘

．地名用当时名加注今名。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表述形式，以

述、记、志为主。表分附各章节紧依文字叙述。文体用现代

语体文，文字用现代规范简化字。
‘

六、全志书1 8万字，卷首以序开篇，概述总揽全书，

大事记联通全志脉络，继以1o章构成全书主体，各章分辖

节、目、子目，人物简介供销合作事业贡献者，文存重要文

件。



旨，实现大英农业新辉煌，助推“工业县、旅游城"目标的实现

和“资治、教化、存史丹不无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006年，我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工作条例》、《四

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总

体部署，启动了《大英供销合作志》编修．将之作为我社年度目

标任务和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实施此项浩繁

的文化系统工程。7月完成初稿，绎我社初审，《大英县志》总

编室复审，编写者修订，县人民政府终审通过，12月付印面世

发行． ． ．

《大英供销合作志》含1 0章、32节、86个子目计1 8万余

文字，上限起于民国元年(1912)，下限止于本世纪2005年，真

实再现了大英县域合作事业93年从酝酿孕育到建立、发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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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革、体制创新的历史进程。字里行间闪烁着秉笔直书的气质和对

‘供销合作事业热情漾溢的切切真情．撷录了大英县域供销合作机

构的建立发展壮大和与国营商业、服务、工商行政管理的几分几

合、．所有制替变及基层、直属企业解体涅盘更生的曲折历程。记

载了供销社工业的兴起、发展、壮大、繁荣、衰落和破产；基层

社农副产品收购、废旧物资回收、工业品采购、存储，生产，生

活资料供应等购销业务的周期循环互动。阐述了供销社社员民主

管理体制的建立、延续、易替、发展和供销商品仓储运输管理、

集镇商品价格管理、财务管理的措施、办法及经验教训．展示了

供销系统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领导班于带领干部职工艰苦奋斗、沤

心沥血，助推农村、农业发展兴旺，扶持农民脱贫致富和风雨同

舟，合衷共济，共度股金清退、改革改制难关的精神品质和风采．

热情讴歌建国后尤其大英建县以来，县域3000多名干部职工艰

苦创业、奋力拼搏为繁荣经济、促进流通、保障供给，反哺社会，

铸造辉煌，发展大英供销合作事业所作出的卓越业绩和贡献。读

来往事历历在目，掩卷使人感奋长思．总结历史的经验拗ll，继
往开来，再铸供销合作事业新辉煌。

··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力．参与本志编修的同志不负重托，

不辞辛劳，查阅浩如烟海的史志、文书档案资料，采访搜集口碑，

； 获取珍贵的历史资料。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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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表现出踏实的敬

业精神和职业品质．

本志的成功编纂、出版和发行，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

重视和各级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于此，我代表中共大英县供

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党委、社领导班子和大英供销系统全体退

休、‘分流和在职干部职工，．向关心、支持、参与本志编修的各级

领导和编修人员表示真诚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

中共大英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党委书记

． 、主任 魏学江

二o 0六年十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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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合作经济组织自晚清、民国即有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今

大英县域的蓬莱镇和产盐的乡镇先后建立起消费合作社、盐业保证责

任供给合作社．

建国后1952年10月，大英境域有集镇的14个乡(镇)在群众

自愿的基础上组建农村供销合作社。1953年1．月，在整社并社工作
一 ．中，14个供销合作社与蓬莱消费社合并组建蓬莱、隆盛、河边、，象．

山4个区供销合作社，在有场镇的乡设立区社所属分销点。‘此后分销

店改作分社，在未设场镇的人民公社亦建立分社。1958年9月，蓬．

·‘莱供销社改作红旗人民公社供销部，所辖13个区联队设供销分部，

次年7月即撤销。1955年8月，象山区供销社撤销，1961年5月改

建玉峰区供销社。1983年5月玉峰区供销社分建玉峰、象山供销社，

1990年5月又合并建玉峰区社。1962年1月，天保区供销社成立。

1985年3月蓬莱区供销社更名蓬莱镇供销社，1990年即恢复。1992

年10月，大英境域5区36乡(镇)撤并建1l镇乡，原以区建立的

基层供销社以及各自的管理经营范围和服务区域不变。

自供销社建立以来，蓬溪县供销联社所设各经理部、公司均在境

域各区社设立分支机构。县社的商办工厂利用境域丰富的棉花、水果

等农副产品资源先后在蓬莱、河边：郭口建立。1957年8月接管蓬

莱打包厂，1958年5月建立河边轧花打包厂，1959年建立郭口油棉 j

厂，1985年3月建邦江水果制品厂，1988年10月改建蓬溪县棉纺厂。



大英供销合作志

县级供销社机构和供销社体制也曾几多变化。1958年5月县供

销社、商业局、服务局合并建商业局，供销体制由集体转为全民所有

制。1962年7月，县供销社从商业局分出单设，1966年1月，县供

销社、工商行政管理局再次并入商业局，区供销社与区市管会合署办

公，，1976年1月县供销社再次从商业局分出单设。1983年2月，根

据国务院和省政府分别批转的文件精神，供销社体制由全民转为集体

所有制。
·

．f大英建县后，1997年12月21日，大英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筹

建组建立，1998年4月18日正式挂牌成立。根据1998年10月大府

办发[1998]120号文印发的《大英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机构编制方

案》，县联社内设办公室‘财会科、业务科3个科室；·下属原蓬溪县

联社划转大英县联社的蓬莱、隆盛、天保、河边、玉峰5个基层供销

、社；直属县农资集团公司、棉麻集团公司、综合贸易中心和建在大英

县域原属蓬溪县联社划转大英的宏达建筑工程公司、蓬莱棉花加工纺

织厂、河边油棉化工厂、郊口棉花加工织造厂、县棉纺织厂_j’

b‘‘1999年8月，宏达建筑工程公司、3个棉花加工厂及5个基层供
’

销社的12个收花站并入棉麻集团公司，鑫源纺织厂0涪江织造厂从

¨!。r‘蓬莱、郊口两个棉花加工厂分出单设。2001年12月县级机构改革，

县供销联社作为县政府直属事业机构仍设。2002年2月，。大府办发

[2002127号文印发县联社“三定力方案，县供销联社内设办公室、

人事股、财会审计股、业务股、保卫股、监察室等6个股室，人员编
、

制18名。 ” - 一 。：， ～’

在1999年10月开始的大英供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县联社所

属基层供销社‘直属企业先后采取破产、租赁、拍卖等改革改制办法，

分流安置人员，撤销建制。至2005年，大英供销系统这个建县初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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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有3104名员工(含代管合作店人员160人)的庞大机构仅保留干部

职工18名。

。供销社的经营购销业务包括农副产品收购、废旧物资回收、商品

采购、调拨和农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供应等经营活动。

建国前和建国初的农副产品收购由私商经营。1953年以后，国

家对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大宗农副产品实行统购、派购、统销．

并规定由供销社统一经营，境域各社1955年购进总值达到365．46

．万元。六十年代，将粮油收购交粮食部门，生猪收购交食品部门，供

销社收购的农副产品含棉、麻、烟、水果、甘蔗、土糖、土纸、中药

材等土特产品共269个品种。境域各供销社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和划

定的地区及收购指标实行收购，并按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的奖励政策’

逗硬对农民交售的棉花、水果、麻类、烤烟等实行奖励。六、七十年

‘代主要是奖售粮食、化肥和布匹等凭票购买的生活用品，进入七十年

代末八十年初，取消粮食奖售，主要为化肥及凭票供应的工业品。除

统、派购任务收购外，供销社还广泛开展议购议销活动，增设网点，

收购一、二类以外的三类农副产品，保证市场的供给。在市场经济时

期的八十年代初和整个九十年代，供销社仍按国家政策，在农副产品

收购推向市场的情况下行使对棉花专营收购权，自1986年以来多次

调高棉花收购价格，刺激境域棉花生产的快速发展。大英建县后的

’1999年，国家放开棉花市场和收购价格，境域各社的棉花收购量大

幅回落9· 。。

境域各供销社自建立以来，即通过专业门市、各分社、双代店展

开废旧物资收购。1976年成立了专门的废旧物资收购站和废旧集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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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是境域各基层社的主要经营项目之一。自六十

年代以来，从区社到分社层层建立了农资专门供应机构，配置专门的

供销人员，与县农资公司及各网点形成上下贯通，互相呼应的农资经

营网络。农资供应的主要品种为化肥、农药、‘农膜。。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供应数量很少，由国家统_采购，供销社按计划供应农村社队；六

十年代实行省社或省农资部门统一计划和经营，j下达地j+县，基层社

代销的两级经营制；七十年代，境域相继建成邦口磷肥厂、回马氮肥

厂，货源逐步保证，化肥经营实行省公司统一计划，分级采购、管理、

核算，省公司统负盈亏。7 1982年起，实行省、县、基层社三级经营，

境域各社积极采购，保证农村承包责任制以后对农资的需求，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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