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坳不啪

《株洲市供销合作社志》的问世，是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一

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从1951年株洲市合作总社成立到1990年，整整40年。其间虽

然遇到不少困难，经历不少曲折，但在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经过广大职工的艰苦创业，全市供销合作社事业得到不断发

展。特别是1983年醴陵市、攸县、茶陵县、酃县供销社划入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入开展，其发展速度更明显加快，经

济实力进一步壮大。截止1990年，全市供销社系统有县级联社

6个，基层供销合作社7r6个，遍布城乡的各种经营网点2325个，

全部工作人员12970人。全系统拥有固定资产10704．9万元，自有

流动资金3548．7：／i元，分别比1983年增长1．17倍和57．9％。

40年来，全市供销社系统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坚

持为农服务方向，积极开展各项业务，对促进工农业生产，活跃

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作出了贡献。市供销社的发展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株洲市40年的

建设成就。

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市供销合作联社决定编写《株洲

市供销合作社志》。经过修志人员四年多的努力，志书终于编写

成功。由于市供销社历史上机构多次分合，机关多次搬迁，使不



少历史资料残缺，无法查找，导致本志在某些方面存在资料短

缺，不够全面的毛病。尽管如此，本志仍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

全市供销合作社事业的发展全貌，完全可以起到资政、教育、存

史的作用。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湖南省供销社社志办公室、株洲市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株洲市财委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

湘潭市、县供销社，株洲市档案馆，株洲市各县(市)郊供销

社，株洲市供销社直属各企业，市供销社机关各科室以及本市老

一辈供销社工作者为本志提供了大量资料。在此，我谨向他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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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湖南省株洲市供销合作社事业的专志。全志以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

实事求是，记述全市供销合作社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其发展的基

本面貌和专业特色。

二、本志的时间上限所载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至1990年

末，部份写至】991年末，个别写至1992年。

三、本志体裁采用记、述、志、表、录等体。概述为全书之

纲，提纲挈领，概括全志。大事记为全书之经，基本上按照年月

日顺序编写，日期末查清的排在月末，月份未查清的排在年末，均
以“△日,gy、 “△月’’代替。专志为全书之纬，分为组织机构、

扶持农村商晶生产、经营、管理4篇，计17章，51节。表分别插

于编目之中。末缀附录，为全志之尾。

四、本志不设人物传记。对为全市供销合作社事业作出重大

贡献的先进人物，在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中予以记载。

五、本志记述的内容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主略

次，详独略同”的原则。记述中只记事实，不作评论，言必有

据，据事直书，点明因果。

六、本志纪年，1949年以前使用当时纪年，并注明公元纪年，

1949年起一律使用公元纪年。志中所书年代，均指=十世纪年代。

七、本志使用的货币、金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

以当时流通货币为准}建国后，旧人民币一律换算为新入民币。

计量单位在建国前沿用当时的俗称，建国后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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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鉴于株洲市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行政区域扩大的

情况，本志专志篇耳1983年前的内容一般不包括醴陵市、攸县、

茶陵县，酃县供销社的情况，但大事记和表中情况全面包括。
九、本志收录的资料均经过反复核实。凡属全市性的数据，

均按林洲市统计局和市供销合作联社财计科的统计资料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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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我国合作事业创始于20世纪初叶，但真正由群众组织起来的

合作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如1926年成立的渌

口摊担合作社；1930年～1932年攸县苏区建立的七里、观村、新

漕、凤塔消费合作社，茶陵苏区建立的小田消费合作社；酃县苏

区建立的石州、大院消费合作社。上述消费合作社的宗旨，是在

自愿的基础上用入股集资的方式，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自我经

营日用商品，抵制奸商rfl问剥削。虽然这些消费合作社在1934年

被国民党军队捣毁，但合f1；社自救互助、自主经营、自我管理、

自我发展这种经济形式却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全面推行合作社经济，提供了实践经验。

1950年lo月《中华人民共不¨国合作社法(草案)》指出：合

作社是劳动人民自愿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正当利益的经济组织，要

在长时期内逐步地教育并引导农民群众自愿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次年11月，株洲市合作总社成立，从供销关系上把农民组织起

来，实行经济联合。其时，合作总社下辖6个基层合作社，有

10378名社员，社员股金10378元；经营活动尽量不通过私商，以

减少中间剥削。合作总社调拨基层社商品，手续费不超过3％I

基层社销给社员商品，价格均低于市价，如食盐低17％，草籽低

38％，1952年减少私商中问剥削29210元。1954年11月，市合作总

社收购部和郊东区、郊北区供销合作社合并，成立市郊区供销合作

社。市郊区供销合作社成立后，一方面承担国家重要农副产品购

销任务，一方面为农民推销土特产出，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j同



时通过供销合同制度把小农经济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避免生

产的盲H性。1955年农村基层供销社和17个农业合作社、32个常

年互助组鉴订供销结合合同，帮助他们按合同从事生产。对组织

起来的农民，优先收购他们的土特产品和供应生活资料；对贫苦

农民，以预购、赊销、兑换方式供应肥料，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困

难，同时积极发展组织，扩大业务，逐步代替资本主义商业在农

村的阵地，切断农民同资本主义的联系。l 957年经营网点发展到

110个，从、吐人员1678人，社员16260人，股金19．25万元。是年

收购农副产品74．24元，比1952年增加1．4倍。

1957年11月市郊区供销合作社并入市服务局，内设供销合作

科，负责供销社业务。1958年农村基层供销社交由人民公社管

理，更名为“人民公社供销部"，供销社所有资金、商品转归国

有。为配合当时“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在“生产仔么收购什

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思想支配下，1959～1961年，市土产公

司和农村供销部收购呆滞商品690．9]i元，占1961年库存商品的

55％，其中429万元商融霉烂变质。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商业工作条例(试

行草案)》指出：为了同农业生产的集体所有制相适应，使农村

商业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应当恢复和发展供销合

作社。次年3月，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市供销合作社(以下简

称市供销社)，恢复农村基层供销社建制。当年市供销社设立副业

生产培植科，各基层社设立培植股，参与指导农业生产。1964年市

供销社重点扶持了32种农副产品的生产，收购品种达227种，比上

年增加20％。1962～1965年，市供销社通过提供资金、物资、技

术，帮助农村社队建立了苎麻、蓖麻、茶叶、桑蚕、柑桔、西

瓜、黄花菜等17个商t讯生产基地。随着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从1965年起市供销社在国营商业支持下，组织日用

工业品下乡，供应农民喜爱的日用商品，同时开展副食品加工

2



业、饮食服务业、修理业，并卧助市(县)新华书店发行图书。

供销社扶持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供应适销对路的日用工业

品，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活跃，促进了供销社的

发展。1965年国内纯购进】221万元，比1958年增}／H22％，其巾农

副产品购进164万元， 增加15％；利润总额20Jr元，增加15％，

资金周转73天，加快10天；同定资产原值达到80万元，增加11％；

职工总数达到l 928人，增加10％，经营网点211个， 增加14％。

1966年1月，财政部、国家编制委员会、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决定：县级以上供销社由向国家缴纳所得税改为上缎利润，企业

编制改为行政编制，经费支出列入财政预算，从财税体制上把县

级以上供销社收归“官"办。1 967年春，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

的群众组织接管市供销社领导权，认为供销社扶持农民发展多种

经营是“资本主义倾向"，民主管理制度是“管、卡、压”。是

年市供销社国内纯购进73l万元，比上年减少15％；利润84．8万

元，比上年减少20％j资金周转8l天，比上年慢lo天，经营损失

17．1万元，比上年增加20％。1968年11月市供销社撤销，其业务

由市革命委员会指挥部财贸组管理，基层社改为全民所有制企

业。

1975年初，周恩来总理指出： “要把供销合作社恢复起来，

替农民说话”。同年12月，市供销社恢复。1976』V市供销社工

作重点是千方百计为农业生产服务，在化肥、农药供不应求的

情况下，帮助生产大队制作土化肥、土农药}为农民加工

修理农具，农机具，供应种籽、种苗，帮助农村社队发展柑桔

1万亩、西瓜2200亩、桑树和漆树l OO亩。但也做了些不切实

际的事，如1976年农村社队办养猪场，市汁划委员会安排供销社

供应饲料粉碎机784台，供销社以摊派形式f∞生产大队销售344

台，其余400台，积压4年后全部报废，损失ll万多元。在支援

农业生产的同时，市供销社加强内部经营管理，1977年开展清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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