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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胄 ·l·

序 言

在县委、县政府、上级社的统一部署，县志总编室和周口地区

供销合作社志总编辑室的具体指导下，按照胡乔木同志提出的“三

新”修志原则，运用唯物主义辩证观点，于l 9 9 0年8月组织写

作班子，进行《西华县供销合作社志》的编写工作，系统地收集整

理历史资料，实事求是地反映我县供销合作社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

的真实状况，澄清成绩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为教育子孙后代、．造

福千秋、开拓前进，再展宏图，为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的确是一

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西华县供销合作社志》全体编纂人员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劳动

和有关单位及知情人的通力协作，于今脱稿成书，这是全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政治j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本志书翔实地记载了供销

合作社在各个不同阶段的演变壮况，展现了她在发展工农业生产和

服务人民群众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西华县供销合作社创建于1951年6月，到1990年已有40年的发

展历史．其问，供销合作社曾经与国营商业几度分合，使供销合作

社受到严重挫折和极大损失．4 o年来，供销合作社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少到多，已发展到有城关．红花集，逍遥、奉母城、聂堆、

西夏亭、东夏亭、李大庄，大王庄、艾岗、叶埠口、址坊。西华营．

迟营、皮营、清河驿、东王营、黄土桥、田口19个基层供销合作社，

生产资料，’棉麻、．土特产品、日用杂品、再生资源，工业品、果品、

商办工业、采购供应站9个专业公司，城关、聂堆、红花集，迟营．



∥2．． ‘序 言

西夏一、二厂、奉母城、安营、西华营9个棉花加工厂，储备库、

方便面厂，修配厂等40个基层单位，386个网点遍及金县各个集镇

和村庄，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购销综合服务体系，真正成为沟通

城乡经济交流的主渠道；4 o#-来，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

针的指导下，坚持“政治、生产、群众”’三大观点，以为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服务为综旨，对加速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稳定市场物价、

活跃城乡经济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40年来，广大职工干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辛勤劳动、努力工作，

以支援农业生产为主导、服务人民生活为宗旨，’通过购销业务活

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繁荣农村经济：增加社会效益，发展状大自
：

已．

回顾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史，每j．步都渗透与凝聚着广大干部职

工的辛勤劳动汗水，在每一时期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先进模范人

物．这的确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光辉史篇，但在一些时期也有一定失

误，出现一些偏差。为使子孙后代取经纠误、继往开来，在振兴供

销合作社事业中，发扬光荣传统，再展宏图，今出此书，为后人开拓

前进，锐意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谨此我代表县社党组

理事会：监事会向全体编篡人员和提供资料的同志致以衷心感谢。

河南省西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 陈效先‘’

1 9 9，2年l 0月1日



凡 例

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的“三新一原则，以时为经、以事

为纬j纵横结合、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记述建国后西华县供销合

作事业．

2、本志上自19 5 1年，下限1990年。国合商业两次合并期间没有

详写，但有关基层社、公司的沿革为了完整清析，作了适当记述．

3、本志用志、记、图、表、照片诸形式和篇、章、节三级出

现，翔实地记述了本系统的沿革、业务、管理、政治及各个不同的时

期比较有影响的大事，追溯了建国前本县的农村商业和农村经济概

况，填写了各种统计数字，绘制了不同类型的比例图，记载了不足以

立传的人物，图片、附录主要标志的网点座落位置，摘录本系统主

要规章制度，反映了金系统概貌：

4，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标点以《新华字典》为准，

行文按《人民日报》198 6：tF-12月3 1日刊登的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发出

的联合通知为准．人民币采用新币计算，时间采用公元记年，但在

建国以前加注历史记年时间；度量衡单位以国务院1 9 8 4年3月

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但记述个别事

例时，为了照顾传统习惯加注了当时计量制；所用地名以常用的当

时地名为准·

5，本志称谓：朝代一律采用当时的称位，不加任何政治性定

语，人物直书其名，不加褒眨定语．



凡 例

6、本志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出席地(市)级以上

的先进人物、先进集体、荣获中级技术职称的个人及其它荣誉均载

入人物表，对出席省级以上的先进人物、先进集体，荣获技术职称的

个人和县级副职以上人物均不作简介．

7，本志资料：绝大多数来自档案部门和统计部门及有关局

委，个别的使用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8．全志为了避免与商业志重复，供销社与商业局两次合并期间

一般没有详写，但有关基层社和公司的沿革情况为了清析明了，也

作了适当的记述．

9、本志记事，记时数字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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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编篡人员(从左到右)
二排：杨润兰

一排：许来喜卫元祥李安生

邓国栋 袁海然李健何景仁



西华县社大门

西华县棉麻公司办公大楼



工业品公司鲁二j百货大楼

§产’§强t、司ji、套该



农副产品再生资源公司

果品公司冷库



东夏亭供销社商场

红花供销社加油站



妻

爱堆供铂社百货商场

逍连供销牡供绡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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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杂公司办公营业楼

土特产品立司



采购供应站招待所一角

～———～——h，一

城关供销社西城商场



率母城供销社办公室

西夏亭供销社针纺门市部



李大杰供销社办丛室

度营供销社百货门市部



西华营供销社办公楼

艾岗共销社办公楼



叶埠口供销社百货门市邵

址坊供销社百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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