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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虞城县解放前的商业是处于萧条阶段。1933年h全县商业仅有

六、七十家，资金百元至三百元(新币)为普通，满五百元者不足

二、三家，所销货以国货外国货各半。1940年，日本人也曾在虞城

建一合作社，但为的是推行其经济掠夺政策，控制沦陷’区人民^所

进货源贩给座商户，对外不营业，农民得不到任何实惠·

1950年秋，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指示，虞城县人民政府建立合

作科。同年11月，建立县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不久合作科竣为合

作总社。1951年春，县合作总社正式成立，lo月，全县七个区，都

相继成立基层合作社。韧步占领了农村商业阵地．

t时县社只有15A，基层社少者只5人，多者10人·有些基层社

资金不足千元，房屋几间。经营的商品多系油盐、酱醋、肥皂、土

布、犁铧、权把、扫帚等。在资金少、底子薄、条件差的情况下，

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艰苦创业，挑担子、推土奄、走

村串户，供应了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话日用品◆．同时把农副产

品和废旧物资披购回来。合作社从此在群众中站稳了脚跟，得到了

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成为农民最可靠的经济支柱。

1 954年谷虞(谷熟、虞城)两县合并，基层社由原来的7个增

至13个，共有职工干部583人。1958年4．月，商业局、，服务～局，供

销社合并为商业局．1961年lo月恢复县社。1969年元月，取。消i县。+

社，成立大农副产品公司。1975年4月1日虞城县供销合作社再次

恢复·1983年体制改革，重新命名为虞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为加强供销系统的民主管理，县社分别在1 953年、 1 956年、

1 962年、1 9 83年召开了』至四屈社员伐寨大会，通过了社章、民主

选举了历届理、监事会。

建社以来，童合作社经历了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几分几合，曲

折前进的路程。五十年代初，国家对合作社在经济上给予扶持，价

格土给予优待，’税利采取对集体经济的管理办法。同时期内，供销

。合信社还代国家行政机关管理了农柠初级市场。负责了对农村私营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曹造；安排了农村市场：在农业j手工业和私营

‘工商业的三大改造过程申，供销社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轧：_、-9 158年在。“左％倾路线影响下，人、‘财：物三权下放：到人：民公

砸，t部分人员被下放：大量资金被挪用，许多质次价高和不对路商

品形成积压，生活，洛需品税销，官商作风滋长≯
‘：

“

196 l争纠正了左倾错误。供销合作让通过“三清∥，在增收节

支的情况i下，纠正了自身弱点。。为恢复农村经济；解决灾民的温饱

问题，、供销社通过，议购议销、代购代销等多种形式；为农民推销了大

量的农副产品，购回了大量的代食品和生产：生活资料。对促进农

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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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争文革期间，县社被撤消。直至1 975年县社第二次恢复后‘，供

销社工作才逐步走向正规。、中共十二猖三中全会后’，‘随着工农业生

产‘的发栽：供销社入员、‘网点增多，经营额。大幅度上升o r982年开

始推行了|J经营索苞责任制j：鼍进了经营管蛰：：19930约94年的供销

社体制’?改革_=I|鼓变了供销社的k官孙肌。性质警增大。亨：民办因素：：1：_恢

复了“三性”+jt经营上的灵涪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组织上的群众

性)。j樊破了人事管理、经营范围、物侨劳动工资翻度0证炅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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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j面汩；稚框的．限制≮新扩51．．8万股，增锄激淦：11毫6舅毵+0溯整了领

导班子；逐j步完善了一经营承包赁任制，j t牙铡了供销钍苴叫声：。的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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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以来，供销社以支农、生产救灾为主，通过积极的购销活

动，从技术、资金等多方面帮助发展生产，发展商品生产，对解决

群众“买难”、 “卖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三十四年，供销合作社的机构逐年扩大，人员由少到多。1 984

年底，县社本身8个科室，所属4个公司，30个基层供销。社，5个

捣花加工厂、12个棉花收购站、?53个零售门市部，69个收购点、

26个营业食堂、4个旅社、2个照像铝、2个食品加工厂遍布全县

城乡，22，o名、职工干部坚守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在艰苦而繁重的

工作中，锻炼出一大批有才能、懂业务的干部，涌现出了一批能工

巧匠和先进工作者。

建社以来，供销合作社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

导下，坚持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在为工农，业生产和群

众生活服务的过程中，供销社的业务水平逐年提高。购销总额由i 9

51年的几十万元到1 984年的一亿三千万元。三十四年向国家提供各

种税金、利润计一亿三千万元。

三十四年，供销合作社坚持了民主管理，理、监事会由社员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坚持了年终分红。通过五十年代的“拨货计价实

物负责制”、六十年代的“岗位责任制”七十年代的“五定一奖岗

位责任制”和八十年代“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双各个时

期的劳动竞赛、技术评比、’文明经商，提高了供销社盼经营管理水

平和服务质量。

§



经济体制改革后的供销合作社，密切了与农民群众的；关系，显

示了合作经济盼优越性◆主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依托，在农村由自给性

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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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求窜杀挂誉璋



孙雨印

寞城县供销合作社历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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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田 窦保君



19 83年3月虞城县供销合作社正付主任

1983年5月县供销社理事会全体成员



1985年县联社党委全体成员

1985年县联社理事会全体成员



1983年5月县联社监事会正付主任

1 985年4月县联社监事会正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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