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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县供销合作社自l 9 5 2年建社以来，经历了一个白手起家，

艰苦创业，几合几分，曲折前进的过程。它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

步发展成为我县社会主义商业的一支主要力量。 ． ，．

’三十四年来，在支援工农业生产，促进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组织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经济，’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期间，也发生过不少失误，有其深刻

的教训o
· · 一· ； 二

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把成绩、经验、教训记叙下来，对开拓未

来，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

意义。

为达此目的，我们遵照上级布置，在县志办的指导下，历时近三

年，经过搜集资料、整理、归类、分工编写，终于成书付印。全志

共分七篇二十一章．．四十九节、约三十余万字。由于我们缺乏编志经

验，写作水平又低，因此错误难免，敬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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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 队

城关供销社 城两供销社

城南供销社 永兴供销社



红岩供销社

前进供销社 新店供销社

车岭供销社 万古供销扑



中峰供销社

建山供销社 百丈供销社

红星供销社 马蛉供销社



茅河供销社

黑竹供销社

廖场供销社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我县供

销社发展变化的本来面貌，力求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力求体现和反映出供销

社发展的客观规律。 c_∥ c． ’：

二、本志编写范围包括县供销社、直属公司、各基层社、双代

店、农村合作商店等单位的机构、人员和业务的发展变化。编写时限

为l 9 l 1年至1 9 8 5年。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按史事类别编纂，’依篇、章、节、

目编排，并配以必要的图．．表、考、录等，详略得当，层次分明。取

材以历史档案为主，兼采集报刊、口碑、实物等资料，做到广采博

收，相互印证，从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详主略次等原则进行编写。 ，

四、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全面系统，有所创新，新观

点、新方法、新材料与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的统一，为两个文明

建设服务。
。

五、对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单独立篇，分别在有关章节

中叙述。

六、对先进工作者，本着生不立传的精神，只列表记名，不作个

人事迹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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