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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宜兴县供销合作社志》付印成书，我作为县供销合作社工作者

之一，‘感到非常高兴。

宜兴县供销合作社商业历史比较悠久，早在一九四二年闸I：r乡万

福村农民，在中共太漏分工委领导下，．为了打破日伪经济封锁，解决

农民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建立了全县第_个农村消费合作社。新

中国成立后，全国合作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中华全国合

作总社统一领导下，宜兴各地供销合作社象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建立起

来，并逐步发展成为农村商业的主渠道。

供销合作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群众自筹资金，自愿组

合，民主管理的集体经济组织，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

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开创了根据我国国情，依靠群众组织起来，自

己管理经济的新途径。它的自愿、互利、民主、服务的办社原则，自

主灵活的经营特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经营作风，上级社为下级

社服务、基层社为社员群众服务的方针，以及又购又销、综合经营的

购销形式，都体现了它是农民群众自己的经济组织，是顺应农民群众

意愿而产生的，因此，它与旧中国形形色色的合作社有着本质的区别。

宜兴县供销合作社，自一九五。年一月成立至今三十多年来，它

始终把支援农业生产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教育职工面向生产，面向

群众，坚持不懈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不失时机地供应农用物资，保障

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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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繁荣活跃。

县联社根据这一经济形势，在支持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建立商品生产

基地，积极做好产前、产中、产后各项服务工作，帮助农民走脱贫致

富道路等方面都作了一定的贡献o

《宜兴县供销合作社志》总体设计较科学，基本符合志书体例，

内容也比较丰富，资料翔实，叙事清楚，它不仅如实地记述了全县供

销社商业的全貌，而且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工作经验、教训，

符合我县供销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它无疑将是供销系统的一份宝贵财

富，必将使广大供销合作社工作者，进一步了解过去，知道现在，认

识将来，奋发向上，继往开来，更加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为开

创供销合作社工作的新局面作出新贡献o

2

侯 贵 恩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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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宜兴县供销合作社志》三经寒暑，

现已成书，这是标志全县供销合作事业不断发展的一件大事，是值得

全县六千多名供销社工作者庆贺的一件喜事。

宜兴山川佳美，地灵人杰，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的鱼米之乡。解放三十多年来，供销合作社在支持和组织农民发展商

品经济，保障生产、生活资料供应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老一辈供

销合作社工作者为发展供销事业作出了贡献。我们编纂这部志书的目

的，就是将供销社商业的活动情况记载下来，使全系统同志在新老交

替过程中，了解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认识兴衰起落的变化规律，明确

肩负的重任，总结经验教训，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教育今人，

启发后代，把供销合作社办得更好。

三年来，编志办公室同志为编纂出一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三者统一的志书，竭尽全力，不辞劳苦，广征博采，考证核实，在搜

集二百多万文字资料的基础上，编成了这部二十五万多字的志书，工

作之艰难，自不待言。志书采用章、节、目框架结构，层次分明，条

理清晰，以类系事，科学合理，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字也较简洁

流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不失为一部“资治、存史、教化?的著作。

这部志书的问世，必将推动供销社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的编纂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各方人士的关心、支持。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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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代主任潘遥同志亲笔为志书封面题签，江苏

省供销合作社原主任廖卓之同志为志书题词，县志办公室及时指导帮

助编纂工作，档案局、商业局、粮食局等兄弟单位也给了我们大力支

持，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苏分会会员许亦华同志为志书篆刻。值此，表

示感谢。

编纂供销合作社志，史无先例，是一项崭新的工作，我们无实践

经验，志中难免有缺点错误之处，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愿全县供销社工作者，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

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优良传统，锐意改革，开拓前进，作出新

的成绩，载入新的史册。

汪 胜 祖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九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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