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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作为一种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国际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历史，。在我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解放区就创建过各种合作组织，供销合作社便是其中之一，解放以

来，合作事业更是蓬勃兴起，迅猛发展。现在供销合作社已遍及城乡各个角落，无论就其发

展规模、经营范围、或在经济领域所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言，都是我国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

经济力量。由此可见，供销合作社确实是一项世代绵延的伟大事业。。‘时值盛世，为之编志修

史，使之功垂史册，启迪后生，固理所当然。 一

一

。，，．t

本志所揭示的基本历史经验是：解放后三十九年来，供销合作社向来是在党和政府的关

怀下，遵循合作社“自愿、互利，平等，民主”的原则，依靠群众的积极性组织和发展起来

的，供销社必须始终保持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这个长期形成

的优良传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供销社必须更新观念，

深入改革，坚持开放、搞活，才能不断创新、不断壮大，发挥日益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对于这些基本历史经验，我们从事合作事业的同志要永志不忘。

纵观历史，供销社在诸多方面的优良传统实在值得载之史册和发扬光大。

它一直根据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开展经营活动，农民需要什么，就经营什么，需要什

么服务，就提供什么服务。特别在五十年代，从柴，米，油、盐，到各种生产，生活资料，乃

至邮电、信用等，供销社开展综合服务，几乎无所不包。中央指出：在深化改革的今天，仍

然要把供销社办成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切实做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促进商品经济的发

展。于此可见，供销社的兴起、生存，发展是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假如离开了“为农服务一

这个宗旨，也就丧失了独立存在的意义。

它一直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坚持要牢固树立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根据党和

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自己的工作。尤其是解放初期，那时组建供销社，对于减

除中问剥削，渡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困难，对于巩固新政权，恢复经济，稳定市场，保障农

民生产、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它的一切工作，均以发展生产力这

个根本任务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同时，一再强调它是“农民自我服务的群众性经济组织，，，这

就决定了任何时候都必须增强群众意识和民主意识，要让农民参与管理，并经常接受他们的

监督。

它一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一直是一身而二任。即在“发展经济，保

障供给”的总方针指导下，一方面要承担国家委托的购销任务，为国家掌握重要物资，另一

方面又要根据农民的意志和需要，灵活经营，开展自营业务。也就是说有“两重性’’，正如

刘少奇同志生前说过的“既不象国营，又不象私营黟。因此，其活动既要积极贯彻党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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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令，又要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它始终致力子正确处理好国家、集

体和社员三者之间的关系。

它一直发扬不避艰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在兴办初期，因陋就简，利用祠

堂、庙宇或民房起家，以后又一直在艰苦奋斗中前进，在困难中发展。经过长期的锻炼，就

总体上来说，使我们这支供销队伍能够与农民打成一片，同甘共苦，作风比较扎实艰苦，想

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为农民排忧解难。

它一直强调自我改造，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随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和商品

经济的发展，努力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和服务功能。在深化改革中，积极打破旧的经营格局和经

营方式，认真执行开放，搞活的方针，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不但要搞活流通，发展商

业，而且要大力办好工业，使其成为供销社经济中的一个有力的支柱。它在主动出击，攻势经

营，开拓前进。

。回顾过去，欣慰无比，我们蓿楚地看到供销合作社的强大的生命力，展望未来，豪情

满怀，供销合作社将在改革中发挥其独特的历史作用，供销合作事业必将出现一个崭新的面

貌。从事供销社工作的同志们，前程似锦，让我们跃马扬鞭，在改革的点鼓声中，你追我赶，

奔腾前进l

建德县供销合作社第一部社志，经过五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已经编就付印，总算完成

了一项历史性的系统工程．其问，除大量发动和组织工作而外，各位编写人员无不尽心竭

力，精益求精，屡易其稿，在总纂过程中，又经反复修改、充实、核实，方始渐臻完善。本

志撰成，实非易事。希望我县从事供销合作事业的同志，珍惜史料，吸取教益，使之发挥应有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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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达 洪德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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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精神，：贯彻．_详今_llt古，立足当代’’的原则，记

述建德县供销合作社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一 一 “

二，本志记载时间上起所载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为l 9 8 6年末，有的延伸至l 9 8 8

年定稿之时。． ⋯
：。

： ⋯，．。 。．

三，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建德县现行版图为限，包括原寿昌县。

四，本志体裁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述，记为志之纲，志为主体，录为

志之尾。 ． 。

五，本志纪年，l 9 4 9年以前以当时历史纪年为主I夹注公元纪年，l 9 4 9年后概

用公元纪年。历代政权沿用旧名，地名多书今名，历史地名加注今名。

六、本志所记金额，均以当时流通货币为准。饵放后一般折为新人民币。为有利细述，

l 9 5 5年3月1目前也有按旧人民币叙述的。度量衡器名称及计量单位。文中未写明者均

以当时的惯称为准。 ．

十
，

七，国营商业，供销社合并时期，某些供销社史料无法单独记述，则改记商业局的史

料。一
4⋯

． 八，本志所用“解放前一，“解放后"li靠建国前’’、口建国后"，是以l 9 4 9年5

月即当时建德县，寿昌县解放之日划分，从本地惯称。文中，县委’’，“地委纾指中国共产

党县的委员会，地方的委员会，“党一指共产党。

九，文中“集体商业’’，指解放初期个体私营商贩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iil供销社归

口管理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 ，
．|

，’十，鉴于专志内容须详，本志各章节保留若干对同二-事物交叉互见的文字记述，但其角

度，侧重面和详略均不相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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