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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镇江合作事业历史比较悠久，自一九二八年始创，迄今已经历了

六十四个春秋。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政治腐败，民

生凋敝，合作社经济始终未能得到广泛和顺利的发展。

镇江市真正由群众组织的合作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

来的。抗日战争时期，句容县党组织指导创办了高庙合作社，为茅山抗

日革命根据地军民服务；丹徒县谏壁越东区党委发动群众集资兴办苦

竹合作社(时称公济商店)，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打破敌人的经济封

锁，对活跃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发展，保障军民供应，支援革命战

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后，镇江市供销合作事业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四十余年来，供销合作社一+直把支援农副业生产

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广大职工面向生产，面向群众，坚持不懈地为

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出力；通过各种措施，为市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

商品，增加了农民收入，为逐步改变农村经济落后面貌，起到了重要

作用。然而，供销合作社在前进的道路上也经历过不少曲折。 “大跃

进一和口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使供

销合作社遭受严重挫折，削弱了农村商业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在党的正确路线、方

针、政策指引下，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和总目标，供销

合作事业蓬勃发展。一九八二年以来，我市供销合作社改革与农村商

品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加强“三性”

建设；从促进生产，搞活流通出发，把立足点转移到发展农村商品生

1



产上来；放手吸收农民入股，发展农工商贸联营，积极扩大经营范

围，开拓新的服务领域；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市场信息、物资供应、技

术指导、资金扶持和产品推销工作，逐步建立了多形式多功能的综合

服务体系。可以肯定，镇江市供销合作社通过不断改革。必将越办越

好，为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稳步协调发展，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

镇江市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

怀支持，体现了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奋斗，勤勤恳恳为城乡人民服务的精

神。我们组织编写的《镇江市供销合作社志》，以翔实的资料，实事

求是地反映镇江市供销合作事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成绩

和失误，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历史经验，为后人提供参考和借鉴，的

确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

《镇江市供销合作社志》编纂成书，必将使全市广大供销合作社

工作者从中受到教益，激励我们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继往开来，更

加扎扎实实地搞好各顼工作，努力开创供销合作社工作的新局面，促

进国民经济的新发展，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宏伟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

献，使老一辈合作社工作者创建的伟大事业和坚持的优良传统更好地

得以继承和发扬。

2

镇江市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吴永清

镇江大鹏集团董事长
’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编纂原则 实事求是，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突

出行业特色，体现时代特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时间断限上自1736年镇江合作事业经营范围所及之有史料

可稽时起，下至1989年止，共254年；有关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四、记述范围 记述镇江市市区及市辖丹徒县、丹阳市、句容

县、扬中县的情况，市区情况详记，市辖县(市)情况略述；市管县

体制以前的同范围的县，情况稍及；涉及到有关统计数据，则以文字

记述反映全市总量，以表式内容分列各县(市)数据。

五、内容编排全志书设专志十六章共64节和概述、大事记、

附录。专志分章、节、目记述。根据需要，部分章在正文前加一无题

小序，概括本章内容或提示记述重点。

六、行文分期为体现时代特点和便于对比，根据中国历史分期

和镇江的实际情况，在行文中将从1736年至1 91 1年划为清朝；1 91 2年

至1948年划为中华民国，并具体划分为国民政府管辖期间(简称民

国时期)、抗日战争期间；1949年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文中的建

国前、后，以1 949年1 o月1日为界；镇江解放时间为1 949年4月23日，

使用解放前、后，则以此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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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表述形式 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和附录(文献

资料汇辑)。目题均加中括弧符号；目以下的内容分层序码按一、二、

三、⋯⋯，l、2、3、⋯⋯，(1)、(2)、(3)、⋯⋯排列。

八、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中国纪年放在括弧内，在行文中

务必使用中国纪年处，则将公元纪年放在括弧内。

九、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行

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如镇江

市供销合作总社，简称镇江市供销社或市社。其他依此类推。

十、志书资料修志资料来源广泛，在行文中不注明出处。志书

中建国以后各种统计数字，均以镇江市统计部I'-1禾H其他有关部门按当

时行政区划的统计数字为准；建国前的各种统计数字，则以镇江市档

案馆、图书馆收藏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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