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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为保持事物的连续性，本志起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部分重要内容，上溯至建

国前。下限至1990年。 7

二、为反映化肥、农药、农药械、农膜、耕畜、中小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产、供、销之

间关系，本志收录本省上述各项业务的发展概况。

三、本志计“章40节82目，另设概述、大事记、附录。

四、本志资料来自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及本公司档案、统计报表和有关书籍，不注明出

处。 ．

五、凡财产与物资归属本公司的分公司，均属本志记载范围；地、市级农资公司，与本

公司业务关系密切者，本志仅作简略介绍。

六、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各个时期的称谓不一，志内一律简称为省社。省农业生产资

料公司，志名简称为省农资公司，志内简称为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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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之时，《安徽省农资公司志》问世了；这是全省供销

合作社系统农资部门的一件大事。

《安徽省农资公司志》，是在《安徽省志·供销合作社志》农业生

产资料经营篇完稿之后，重新安排篇目，补充有关内容，广泛收集资

料，历时半载，编纂而成。建国以来，由于政治运动、机构撤并、人

员变化等原因，致使有关农业生产资料经营的材料不全，但是，通过
编纂者的共同努力，有关单位的热忱协作，以及关心修志的同志的热

情支持，特别是得到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而本志得以如期脱

．稿问世。可以说，这本志书是众手成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谨

向参与修志的同志和一切关心、支持修志工作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安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与发展农业的关系又至关重要。正鉴于此，建

国后，各级党政领导对农业生产资料工作十分关怀和重视，有关部门

也给予热忱的支持，促进了农资供应工作的发展。
· 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化肥、农药、农药械、中小农具、半机械化

农具、耕畜、农用薄膜等，是供销合作社系统所属农资部门经营的一
‘

项重要业务。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在供销合作社商品零售总额中占有

很大的比重。建国以来，各地农资部门的广大职工，根据党在农村的

方针、政策，坚持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积极组织货源，不断改进经

营方式，扩大农资商品供应，开展科学用肥、用药等技术服务，最大

限度地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为安徽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特别是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资部门通过深化改革，
发展商品经济，加强横向联合，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农资经营管理机

构日趋完备'|省、地、市、县都建有农业生产资料专业公司，基层供

销合作社都设有农资商品门市部，全省农业生产资料零售网点达3718

个，职工14645人，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农业生产资料经营网络。‘t



史志，在于资治。这部《安徽省农资公司志》，观点正确，篇

理，资料较为翔实，体例完备，文字流畅，是一部较好的志

客观真实地记述了建国以来安徽省农业生产资料经营的历史

内容上着重反映了农资部门在支援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中的业

后的农资工作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根据，具有现实意义和

史意义。 ，

历史，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前程似锦。我深信，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今天，安徽农资部门的广大职

工，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为进

一步促进安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谱写出新的篇章。

单中天

199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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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农业资源丰富，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1／3，境内地貌类型

复杂多样，山地、丘陵、平原兼备，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热量条件

好，无霜期较长，发展农业生产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可是，在解放前的长时

期中，安徽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粮、油、棉、麻、茶、果等主要作物，单产、总

产均很低，农业病虫害严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生产工具落后，肥

料、农药等生产资料不足；全省没有保障农业生产正常发展的重要系统——农业

生产资料供应机构与网点。据史料载，本世纪40年代中期，曾在省境少数县份推

广化学肥料、农药与药械，不久，因战争迭起，随之中止。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夕，安徽境内农村，尚无一处使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及手动、半自动的

农药械。农田耕作全赖耕畜、人力。 ．

建国初，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各级人民政府拨出贷款，委托供销社经营

肥料业务，由各行署农林处安排治虫农药。当时，安徽的农业生产资料业务，分

别由皖南、皖北合作总社经营。1951年，各级合作总社所属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组)，按照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供应的原则，组织中小农具的产、供、销。

1952年9月，皖南、皖北合作总社合并，成立安徽省合作总社，在社内设生产资

料供应批发处，管理农业生产资料经营业务。是年，根据全国合作总社和农业部

的决定，农药移交给各级合作社经营，并实行统一计划，统一采购，统一供应的

管理办法。当时，各级合作社的化学肥料、农药货源主要由华东合作总社分配。为

加强耕畜市场管理，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合作社对畜贩和牙纪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是年3月，界首县合作社率先创建耕畜交易服务部。1954年，省合作总社

更名为省供销合作总社，省社确定化肥供应原则，根据全国总社分配数量，统一

办理进货，重点供应粮、棉、麻、烟作物产区，供应对象，以农场、农业生产合

作社、互助组为主；农药改赊销、贷放为现售。提年，省财委决定，农药械改为
供销社代销业务，至此，农业部门退出农业生产资料商业经营环节。由于技术宣

传、推广不够，加之，当时群众购买力有限，全省化学肥料、农药和农药械销售

数量甚少，年平均每亩化肥用量仅0．042公斤。是年，安徽沿江、沿淮等大部分

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达4500万亩，为支持灾区人民重建

家园，恢复农业生产，供销社供应灾区大量的中小农具、饼肥及石膏等辅助肥料，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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