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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国家的领导

人曾多次倡导编写新志，整理旧志。编写《供销合作社志》，是党和政府赋

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是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愿望。

宝鸡市的各类合作社，创始于1934年。供销合作社始建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的1952年。三十五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供销社经历

了由小到大，艰苦创业，几经分合，曲折前进的历程，现已发展成为社会主

义商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编写供销社专业志，系统地回顾和总结过去]二作中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帮助各级领导和职工了解历史，服务现实，预见

未来，发展供销社事业，无疑会起重要的资治作用o
’

此编新志，在中共宝鸡市委、宝鸡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和省供销社《供销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市供销社成立编志领导

小组，设立办公室，抽调人力，开展专志编纂J二作。在编志过程中，我们查

阅历史档案、图书和报刊，走访知情人员，发动各级社搜集提供。对收集到

的大量历史资料，去粗取精，择善而从，全面记述了宝鸡市供销合作社产生

和发展的历史。

《宝鸡市供销合作社志汾，是一部用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编写而成

的专业志书。全志共分十三章。约二十七万字。志书初稿写成后，，广泛征求

意见，反复进行修改，力求做到资料翔实准确，体例合乎规范要求。但由于

编志同志的思想和写作水平有限，且缺乏编志经验，故错漏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宝鸡市供销合作社志》的编写和出版．得到各有关单位和同志们的热

情支持和帮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凡例

一、本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秉笔直书，以实记述。

二、本志采用时经事纬，横分竖写，纵横结合，贯通先后的方法，按照

业务性质，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宝鸡市供销社的产生、

发展和现状。

三、本志内容结构，采用章、节、目三级出现。个别条目之下又分了若

干小目，以便述清历史。

四、志书体裁采用志、记、图、表、录、照等六种形式。“志”，为全书

的主体， “记”，按编年体的方法，记述了本系统的大事， “图”，标示了

各缨供销社及所属网点的分布位置， “表"，反映业务活动的主要统计数字

和不是立传的人物及先进单位， “录”，对未列入其它章节的内容作了附

记， “照片"，直观而形象地反映了本系统的工作面貌和建筑景物。

五、本志的断限时间，上限自1934年，下限到1987年底。

六，编写本志所用的资料均作了核实。为节省篇幅，文中对资料来源不

再注明。

七，本志的行文和表达形式，依据《陕西省地方志编写行文通则》的要

求进行编写。

八，‘本志编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供销社的资料为主，故多用

“公元’’纪年。为了说明事实，个别章节采用了历史纪年，但加注了“公元"

纪年时间。

九、本志“机构沿革，，章中的第一节，在记述原“宝鸡专区合作办事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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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区改市后的市供销社的组织机构的同时，对原宝鸡专区所辖的宝鸡市

(县级>供销社及市升格为地级后设立的市供销社的组机织构，也作了必要的

记述。

十、本志所记述的内容是现宝鸡市行政区划内所辖的十个县和两个区供

销社系统的史实。对五十、六十年代宝鸡专区因行政区划变动而增减的所辖

县供销社的状况及主要数据，编纂时作了剔除，个别难以剔除的，在志书申作

了说明。

十一、为溅少文字，本志中的“供销合作社”统写为“供销社”，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恳)，统写为建国前或建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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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副产品公司办公楼

市生产资料公司办公楼

市供销社综合贸易公司办公楼



市物资回收公司办公楼 扶风县供销联社办公楼

市供销机械厂厂址



／

市果品副食公司办公楼

宝鸡县供销联社办公楼

市供销干部学校校址



岐山县供销联社办公楼

风翔县供销联社办公楼

眉县供销



焉静

陇县供销联社办公偻

黟一墨

千阳县供销联社办公楼

凤县供销联社办公楼



太白县供销联社一商业局一办公楼

金台区供销联社办公搂

麟游县供销联社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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