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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合作事业，是一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事业·它有着优良的传统和光荣的历史。

我国供销合作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列宁关于合作社基

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组织广大农民迈进社会主义的过程。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

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我国供销合作事业莳性质地位莉作用都作过精辟地论述，为供

销合作社的组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一个较长时期在。左”的路线干扰下，供销合

作社几经折腾，与农民的关系逐渐疏远了，由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黟关系。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供销合作社的民办性质。经过几年的探入改革，在

民主管理，扩大经营，强化服务，以及改变内部分配体制上都有新的突破，使基层社和

县联社都充满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央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文件中明确指出。 “供销社要按照合作社原则，尽

快办成合作商业组织，完善商品生产服务体系"·这充分说明供销社的改革任重而道

远。为适应改革的需要，使供销社的老同志温故而知新，使广大青年干部职工了解供销

合作社的创业史，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就必须靠史志为借鉴。为此，我们编辑了‘(迁

西县供销合作社志》。编志过程，尽管由于历史资料缺乏和编辑水平所限，文字还比较

粗糙，但它基本较全面地记述了从抗日战争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5年，供销

社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国家、为生产、为群众服务的作用。希望它能

成为激励和推动供销社深化改革的教材，使供销合作事业在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中，

展现新的腾飞。 ，

焉树东

一九八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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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前

1943年，冀东区党委军工部，在迁西曾组织过一批合作社，是迁西县的首批合作

社。。
”

一

1944年春，黄岩，西莲花院，徐庄子三个村相继建立了合作社。

1945年，北团汀，洪家峪两村建立了合作社。

1946年，政府投放4707万元的贷款，扶持喜峰口，上梨树峪、下梨树峪，三家湾、

东荒峪、西寨、大岭寨、松棚子，．牛店子、孙家峪等村建立了合作社。 ’!．

1947年春，全县合作社发展到46个。 ‘j

一
1948年5月7日，冀东行署第十二专署发出指示：应在本县各区挑选适当村庄培养

与协助办好联村合作社，成为中心合作社，打下区联社的基础，使之成为为群众服务，生

产渡荒的有力组织。

根据专署指示，迁西县人民政府即在一区(东荒峪区)大寨村建立了中心村合作

社，在上营建立了第三区区联社。

一九四九年
r

5月，‘原驻迁西县公营公司(原属冀东贸易公司十二总店)一设在兴城的“福兴号够．

和其支詹洒河桥“源丰号"，根据冀东行政公署1949年4月5日指令精神，将以前的

“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发展贸易，支援战争，保证军需民食’’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

改为重点以支持生产，繁荣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兴办合作事业上来。

7月，．在中共迁西县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原。福兴号”组织机构的基础

上，国家调拨资金小米1，027，821斤，配备了一批干部，一正式成立了“迁西县供销合作

总社”，原迁西支店(源丰号)改为支社。

7月，在组建迁西县供销合作总社的前后．先后组建了第二区(罗家屯)区社，第

六区(兴城)、第四区(洒河桥)，第五区(三屯营)等区社。。
’

．
， ‘{：?

“
·

建 国 后
、’

∞

，．

，一t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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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年’
’’

2月23日，经唐山专区社批准撤销洒河桥支社，原支社占用资金小米lS．7万斤，，转

投四区社’原有13名人员由县社统一调配。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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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月间，根据唐山专区社指示，在各级党，政，群、团积极支持下，集中力量

深入农村广泛地宣传发动建立合作社。到年末统计，除建立区社7个外，并建立了太平

寨、新庄子2个基层社和54个村社。

8月9日，五区供销社主任揣云波在向农村发放栗子订购粮时，扣压了纪庄村社员

纪登翠订购粮证，致使该社员及妻子饥病交加先后死亡。呲事件县委通报全县并给揣云

波行政撤职和开除党籍处分。

9月，各区社相继召开了社员代表会议，加强民主管理制度，扭转“公办合作社"

的错误思想认识，传达贯彻“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和“基层社为社员服务’’的基本方

针。

9月份根据上级社指示，供销合作社的服务对象，由原来面向广大群众转向以优惠

价格服务于社员，主要生活必需品停止了对非社员的交易。

一九五一年

4月1日，夜间约一，二点钟，东团头岗村社被抢劫，主任林山，会计王翠被杀。

被抢劫物资有棉布，纸烟等及现金181．55元，总值250．55元。

7月，根据上级指示，着手以集镇为中心建立联村社工作，到8月末原来的63个村

供销社合并为12个大联村社，其中联村社4个，集镇社8个．共联352个村。

9月12日，县社召开了首届社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河北省迁西县合作社联合

社o”

一九五=年

1月2日，县委书记魏建华作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

动员报告。随即，县社建立了节约检查分会，负责对全系统(包括贸易公司)“三反"

运动的领导。6月26日运动结束。在运动中，剧梦方、宋宝华、李玉存三人先后自杀。

运动中共揭出贪污款总额为7599元，犯错误的人员受行政处分的14人，警告2人，记过

6人，降级1人，撤职2人，开除3人I党内处分6人，警告5人，开除1人，开除团

籍1人。

9月29日，根据省、专社的指示精神，在全县系统开展了增产节约竞赛运动，成立

了“增产节约竞赛委员会"，同时，成立了竞赛办公室。

一九五三年

1月28日，县联社召开了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

2月23日，县联社抽出40名千部，分赴各基层合作社，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对基层

社进行了组织整顿工作。

整组工作，历时37天，通过整组揭鳍了贪污、浪费，失职、违法乱纪和资本主义经

营等问题，并本着惩前毖后的精神，做了适当处理。受到行政处分的20名，党内处分的

7名，团内处分的1名。同时，建立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

4月，县联社按照发展生产合作杜的计划，着手在洒河桥、兴城等地组建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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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装、木器，编织等手I_,Ik生产合作社。

10月7日，县联社理事会主任曾国风被调离迁西。

12月3日，马森林任迁西县联社理事会主任。

△从本年度起合作社购销业务计划正式纳入国家计划。

一九五四年

6月19日，县联社召开第二届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

9月15日，国家开始执行对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的政策o

lo月9日．迁西县政府下达通知称：为适应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

特别是统购统销物资的逐渐增加，供销社的任务也相应随之加重。为此，确定凡屑有跨

区跨村的基层社或分销店按行政区划调整，并扩建一部分分销店。

11月23日，根据河北省社通知原“河北省迁西县合作社联合社力更名为“河北省迁

西县供销合作社’’。同时取消了组织发展手工业生产的职能。

12月，9个“迁西县×××联村供销合作社’’更名为“迁西县×××供销合作

社’’。

一九五五年

1月19日，县社转发了((调整农村基层社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并明确供销系统按

《标准》调整工资。

4月，县社对全县8个基层社(不包括三屯营社)进行了一次整顿。

5月，遵照县委《关于农村私营工，商业改造方案》，着手对私营商业、饮食，服

务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5月16日，县社和粮食局根据上级指示，作了《关于基层供销社粮食代办业务机构

移交粮食部门的移交方案》。5月底基层社停止粮食代办业务，原基层社专事粮食工作

的设施和38名人员移交粮食部门。 、

7月15日，县社召开了第二届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大会补选了缺额理、监事会成

员。 j

11月，本着城乡分工和“一条鞭’’经营的精神，基层社经营的生猪业务，移交国营

食品公司。

一九五六年

2月26日，县委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情况报告》中明确：农村私营商

业由供销合作社负责归口组织改造。

五，六月间，各基层社和县社先后召开了第三届社员代表大会。

1956年内提拔了干部84名，其中县社副主任2名，科长级35名(包括基社主任)．

基社股长级47名．并有93名雇员经过审查转为正式干部。

△基层社为适应农业合作化后向文化进军的要求，全部增设了图书专柜。



一九五七年

5月，按上级指示，原属国营商业系统的食品公司和酒业专卖处并入供销合作社。

8月，所有分销店全部开展了农副产品收购业务。

△开发了迁西县境内滦河、长河、清河三大河流两岸蕴藏的铁沙子资源。

一九五八年

8月14日，根据省人委和商业厅指示，经县委批准，县商业局与县供销社合并，称

商业局．为全县国合商业的领导机关。

10月22日，省商业厅在迁西县商业局召开了商业工作现场会议。

△为开发利用山区野生自然资源，组织了53次191人参加的资源勘察队，共勘察161

座大小山峰，发现荆条、小木料，药材，野生纤维，各种矿石等183种，当年即开采总

值181．4万元。

12月8日，迁西县被撤销，将洒河桥(不包括滦阳分销店)，三屯营两个中心商店

(基层供销社)划入遵化县，其余7个中心商店(基层社)和商业局及其所属各单位均

并入迁安县。

△在反右运动中，谭德宾、关恒让，路联元被划右派。

一九六一年

6月1日，恢复迁西县制，随之恢复了迁西县商业局。

6月2日，按照迁西县财贸委员会提出的“组织农村集市贸易货栈方案"，在兴

城、三屯营、洒河桥、罗家屯、新集五镇建立了贸易货栈，并在新庄子、上营、东荒峪、

滦阳五地设集市贸易服务部。

12B 1日，县商业局与县供销社分建，正式恢复供销社建制，称“迁西县供销合作

杜黟o ，

6月，为改变由于“浮夸风"带来的经营管理不善和企业亏损现象，开展了“三

清劳(商品，资金、财产)运动，并在生产单位试行了班组核算．在零售单位试行了柜

组核算。

一九六=年

2月21日，县社召开了第四届首次社员代表大会。

6月，供销社系统的“三清”工作开始于1961年6月至本年6月结束，历经一年。

7月25—26日，全县境内连降大雨两昼夜，降雨量达340毫米。特大洪水为几十年

所罕见，洪峰最大流量为每秒18700立方米。全县受灾村庄60多个，位处滦河近岸的洒

河桥供销社受灾严重，倒塌房屋103问，淹没商品2515种，灾后报废，削价损失款达

104，480元．占全部商品库存的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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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一九六三年
～

6月，在全系统发动了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7月，遵照上级指示，供销社把经营生猪业务交给国营商业经营．同时．把经营生

猪的人员和财产一并移交国营商业。

3月25日，经县委批准，常洪浦任县社理事会主任，免孙振学理事会主任职。

一九六四年
、

6月16日，县社召开了第五届社员代表大会。

一九六五年

7月，根据国、合商业经营分工，县城关兼营工业品业务连同门市部移交给国营商

业。

10月，根据上级指示。为解放劳力，支援农业生产，便利群众购销．着手建立大队

代购代销店。

△本年开始接受粟子，核桃出口的加工任务。在东荒峪、三屯营、洒河桥和副食品经

理部设四个栗子加工点；在新集、新庄子设两个核桃加工点。同时把棉花的加工放到67

个生产大队。本年加工出口栗子673．7万斤，核桃24万斤。

△本年开始采收利用“穿地(山)龙"药材，全县全年收购43万斤，群众收入9万

多元。

一九六六年

8月，金厂峪矿区分销店移交给国营商业。

‘

一九六七年

2月10日，县社“造反派"全面夺了权，原领导机构被解体。 ，

3月9日，由戚德海、王庭柱、路殿稳等15人组成了生产领导班子。

4月18日，改组了15人领导班子。并成立了生产业务办公室，负责生产．业务的指导

工作。

一九六八年

一6月27日，迁西县革命委员会决定，县以上国、合商业合并，撤销商业局和县社，

成立“迁西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商业组"，为全县国、合商业的领导机构。

一九七。年

4月30日，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根据唐山地区革委会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关于供销社

体制变化的精神，决定基层服务处于1970年4月1日起，由原来按季缴纳所得税改为按月

上缴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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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基层供销社正式执行商业会计制度。

在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在商业系统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

窃"，“反对铺张浪费"的“两打一反”运动。

一九七一年

3月5日，迁西县革命委员会决定，撤销迁西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商业组，恢复

迁西县商业局，仍为全县国，合商业的领导机关。

4月洒河桥供销社采购站站长任德甫，被盗窃犯关立栋子夜间作案时，用铁棒打死。

一九七=年
’

8月，把原来按经济区设置的8个购销服务处和26个购销服务社，12个中心服务

站，按行政区划改革为7个综合批发供销处、34个公社供销社和12个供销分社。

一九七三年

4月，商业局(县社)根据需要，成立了汽车队，置有汽车5辆28个吨位。

秋季，潘家口，大黑汀两大水库工程上马，为了支援水库建设，国，合商业与粮食

等部门结合，成立起滦河工程后勤办公室。在潘家口建立了综合商店，在大黑汀建立了

分销店，在滦河工程沿途调整和加强了饭店、旅馆。

一九七四年

8月9日，三屯营供销社商品库因用电不慎发生火灾，损失折款5万多元，其中商

品损失17364元。

10月10日中午，太平寨供销处针织百货库房电灯引起失火，造成25，761元的重大损

失。其中商品损失23，85l元。

一九七六年

9月，迁西县单独建立外贸局。从此，县级商业不再管理外贸，同时，商业有25名

干部职工移交给外贸局。

一九七七年

12月，在县委统一部署下，分期分批对基层供销社以上企业着手进行了整顿。

一九七八年

9月1日，根据地区财办关予猪，牛，羊经营实行三统一的精神，由即日起将供销

处的食品站移交给县食品公司统一经营管理。

△继上年先后两批整顿了太平寨、上营、东荒峪三个工委片的21个供销社、站和饮食

服务公司共22个单位以后，又整顿了洒河桥供销社。整顿中，共揭发出贪污盗窃21人，金额

5300元，粮食279斤。已全部搞清定案，分别进行了处理。通过两批整顿调整了四个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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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散的领导班子，充实了五个软班子。

△按照有关政策，对谭德宾，关恒让，路联元右派案予以平反。
’

一九七九年

下半年全县开展了议购议销，品种达850种，收购值300多万元，古收购总值的

34％。

一九八O年

1月14日，县商业局第四次局务会决定，县直供销口新建职工宿舍600平方米．包括

征地9亩，共投资5．7万元。

4月6日，县商业局根据省县调资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商业供销系统调资工作具

体意见。

△为了贯彻落实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根据上级关于改革管理体制

的精神和外地经验，在洒河桥供销处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本年，经县革委请示省政府批准，板栗的经营和加工全部移交外贸局，供销社为外

贸代购，手续费定为15％。

一九八一年

2月，在自堡店建立了“三固定"的商业学校，配备教职员工5人。

一九]k--年

1月，县委，县政府决定。县级国、合商业分建，恢复供销社建制，7称“迁西县供

销合作社力。 ．

一九八三年

3月1日，县委，县政府决定。从即日起商业局和县供销社合并。国，合商业合并

后，成立了县联社筹备委员会，为国、合合并后新机构领导班子。

国、合商业领导机关合并后，根据河北省供销社(1981)冀供销基字第1号通知精

神，重点抓了两件大事l第一，推动全县9个基层社于4月份先后稆开了社员代表大

会。第二，推动全县基层社进行了清股扩股工作，并把1982年及以前的47，665元分红

款，结合换证全部发放到社员手中。 ．

△为扭转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状况，在部分单位因地制宜地推行了不

同形式的责任制。

一九八四年

1月1日，国，合商业分建。

4月，在原汽车队基础上建立了储运公司。

6月3日，县联社对全系统413名合同工，副业工，水利工进行应知应会考核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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