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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德州地区供销合作社的起源，发

展和经营管理情况，研究本区合作社经济在革命和建设

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历史经验，指导和推动今后工作，

我们编纂了《德州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志》。

《德州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志》的编写工作，自

1986年2月收集资料，1987年8月开始编写。在德州地

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的领导下，编志人员经过艰苦

努力，终于在1988年4月脱稿。

对编史修志工作我们系外行，加之资料奇缺，水平

所限，故在体例安排、内容取舍、文字修饰诸方面，存

在一些缺点，敬请读者给予指教。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德州地区史志办公室的热

心指导、本社各科室的大力支持、各二级站的真诚帮

助，在此对上述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编者
一九八八年四月



序 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不衰。新

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党的

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举国上下正在进行政治和经济体

制改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国家的安定团结兴旺发达，促进了新

方志编纂工作的蓬勃开展。《德州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

社志》就是在“盛世修志”的新形势下编辑成书的。

德州地区的供销合作事业，开创子20世纪20年代

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试办新社，改造旧

社、艰苦创业、几经分合、曲折前进、发展壮大的道

路，逐步成为一个能为农村商品经济提供综合服务的社

会主义集体商业经济组织。

通过编史修志，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无疑

“有益于当代，惠及后人’’，对各级领导和部门了解供

销合作社历史，资政现在，预见将来，制定政策，服务

改革等方面，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德州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志》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不褒不贬，寓观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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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之中，既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又突出本行业的特

点，是一部用“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编纂的专业

志书。

这部志书虽已出版，但尚存在文字不够规范．．体例

不够得当、内容不大充实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

修改和完善。因此，恳请专家、学者和供销合作社联合

社系统的广大职工给予批评、指正。



凡 例

《德州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志》的编写，经过征

集资料、调查研究、审核考证、科学分类编辑而成。在

内容方面因事而异，上限以1928年为起点，下限断于

1985年底。其间，1956至1961年德州地区撤销，并入

聊城地区，1969年12月至1975年7月，地区商业局、供

销社合并。称地区商业局，这两段时间，本志不加详

述。

一、全书共分十二章，即：概述、机构沿革、网点

设置、供应业务、农副产品收购、棉花经营．．饮食服务

与商办工业、企业管理、私商改造、整顿与改革、储运

工作、劳动竞赛，章后加“附录”约计10余万字。

二、篇目安排，按业务性质分类排列。概述，分阶

段概括叙述本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

位、作用和发展，为全志之鸟瞰图，列在卷首；机构沿

革，主要追溯德州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及其所属机构

的起源和发展，机关名称的变化和行政区划的变动，排

在第---3其他诸项按业务性质分类排列，记其事物发展

之始末。不加议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人物，先进集

体和个人，以“生不立传”为原则，以在供销合作社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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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系统出席省以上且有文字记载和在全省供销合作社联

合社系统技术表演比赛获得前三名以及在全区技术比赛

获得第一名者为依据；附录，排在卷尾。

三、资料来源。查阅历史档案，图书报刊、走访知

情人、组织座谈、科室提供。资料取舍上，以档案记载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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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德州是山东省早期建立合作社的地区之一。据1928

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的报告记载，禹城县组织了几个合

作社，其人数40人，内有同志6人。随后在国民党统治

区也组织合作社。1929年4月，山东省国民政府在泰安

建立“合作指导员养成所”，同年9月，有10名学员分

赴本区各县用政府的力量推行合作社。1930年，各县建

设科专负合作社的宣传，组织、推广和人员培训等事

项。

1931至1933年，济阳，恩县、齐河、夏津，临邑、

乐陵、德平先后建立“购买”， “信用”、“消费"、

“运销"合作社12处。

1934年试办“美棉产销”合作社，惠民“美棉"合

作区有商河、济阳、临邑、德平等县，1935年又增加夏

津县。据1935年“山东合作”第4卷记载，上述5县共

成立“美棉产销”合作社275处，社员5646人。抗日战

争爆发后，这些合作社基本全部解体。

在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发动群众、

组织建立各种合作社，并由县实业科兼管合作社工作。

渤海行署所辖区内(德州为辖区之内)纷纷建立起村级

Z



合作社及集镇合作社，还有“边沿封锁合作社"。随着

解放区的扩大，合作社多种多样，迅速发展。主要的有

“生产、运销、消费、信用”四个类型。这些合作社是

随着抗日救国群众运动而产生，它扎根予群众之中，有

深厚的群众基础。

1942年，日军在全区农村建立据点，对我抗日军民

实行严密分割封锁，残酷烧杀抢掠，已建起的合作社遭

到严重破坏，以致大部垮台。 ．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区供销

合作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渤海行署根据山东省政府的

指示，于1947年建立起公营性质的生产推进总社，同年

8月在宁津县柴胡店建立第一分社，继之在德州建立第

5分社。1948年底与1949年8月，泺北、沧南两个专署

先后建立生产推进社，所辖各县相继建起了县级推进

社。各级推进社对组织群众生产，开展联合运销，推动

基层社的发展，均起到积极领导作用。

1950年5月，随着渤海行政区撤消，生产推进总社

亦撤消，泺北，沧南两个专署生产推进社合并，成立德

州专区供销合作总社，全区17个县(市)有基层社529

处，至此，一个独立的合作经济体系在全地区已经形

成。

1950年底，根据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

精神和山东省供销合作总社的指示，专区合作总社改为

省社的分社，并在全区基层合作社进行全区整顿工作，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