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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始建于1949年7月。三十六年来，供销社在各级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和城乡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已成为农村

重要经济部门，在搞活流通、丰富市场、繁荣经济方面做出了贡献。．

“志是致用之书"，它翔实地记载了供销社的发展历程。志涉及内容较广泛，既包括

供销社建立与发展，也包括拓宽经营，完善管理，服务生产等方面的沿革与演变。这些

史料对于供销社今后建设与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

编志人员按照“广采博收，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存真求实"的原则，经过三年多

的努力，搜集了约六十万字的历史资料，筛选后编纂入志，完成了((供销社志》的编纂

任务。

但由于供销社几经分合，史料残缺和编志人员水平所限，不妥之处实难避免，敬请

指正。

198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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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走廊，西连华北平原，京沈铁路横贯其间，

头，从海上可通往国内各个港I：i和世界各

分重要。

地区解放，各级人民政府相继建立。解放

于朝不保夕的痛苦之中。解放后，人民群众

政府。

党和政府支持下建立。当时，国家正处于经

人民生活，恢复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

争取国家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要求，为稳定

活动，配合国营商业开展了各项购销业务。

在由国营企业进货的同时，大量从外地调入粮食、布匹等重要物资，积极向市场抛售，

以稳定市场物价；另一方面建立和发展群众经济组织，成立各类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农村

基层供销合作社，在经济上切断与私商的经济联系，减除中间剥削。

1950年以后，供销合作社为了壮大力量，努力扩大发展组织，端正服务方向，调整

经营机构，形成了上下衔接、批发零售完整的购销体系。本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积极开展购销活动。在一段时间里，为了稳定社员群众

的生活，对于一些主要生活必需品，实行低价定量配售。随着市场物资供应的好转，对

于生产、生活资料又以低于市价5％的优惠价格优先供给社员。在稳定市场、做好供应

的同时，采取签订予购合同，交付予购定金的办法，收购农民生产的土特产品，既为农

民群众解决了生产困难，又使生产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各类合作社组织，随着购销业务的不断扩大，迅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到1953年

底，市区城市消费合作社有12个，农村供销社有4个，共有社员59，4=91人。手工业合作

社有7个，社员150人。至此，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基本上形成了上下相连，纵横交错

的合作社商业网。

从1953年起，国民经济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党中央提出以“一化三改’’

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

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这个任务，供销合作社一

方面通过购销业务，大力供应农业生产资料，收购农副产品，以促进农业增产，支援国

家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为中心，促进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商业走

集体合作经营的道路，以利于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进一步加强供销合作社的工作，在管理体制上也相应作了必要的调整。1954



年，市筹建了手工业合作社联社，市供销合作社将原手工业合作社的工作移交手工业合

作社联社管理。1955年，按照上级确定的城乡分工原则，又将城市消费合作社移交国营

商业。从此，供销合作社把支援农业生产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面向农业生产，不失时

机地组织供应化肥、农药、耕畜、中小农具等农业生产资料，并通过示范推广新式农

具，辅导农民科学种田。与此同时，并积极组织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林、牧、副、

渔全面发展。在支援农业生产中，还努力做好收购工作，为国家代购主要农产品，积

极收购和推销小宗土特产品。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据农村市场需

要，积极疏通流通渠道，组织工业品下乡，不断适应农民群众生活资料的需要。

1958年“大跃进"时期，由于受“左黟倾错误的影响，基层供销合作社一度被下放

到人民公社，市供销社与市商业局合并，一度造成商品流通不畅，削弱了基层供销社工

作，直到1961年恢复市供销合作社后，这种状况才有了好转，重新恢复了从上到下的供

销合作社体系。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撤并了一些批

发机构，废弃了合理的规章制度，疏远了同农民的关系，使供销社工作又一次遭到了挫

折。1976年，市供销社重新恢复起来之后，供销合作事业有了新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围绕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和总目标，供销合作社肩负的历史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艰巨，

发展前景更为广阔。随着党对农村一系列政策的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极

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逐年增产，多种经营迅速发展，群众购买力大幅度

提高，农民要求供销合作社办的事情越来越多。面对新的形势和广大农民的要求，供销

社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本着改革、开放，搞活的精

神，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改“官矽办为民办，加强“三性"(组

织上群众性，管理上民主性，经营上灵活性)建设，从促进生产，搞活流通出发，广泛

吸收农民入股，发展多种经营，扩大经营范围，开拓新的服务领域。在企业内部，推行

各种经营承包责任制，调动干部职工经营积极性，并与有关部门配合做了大量物资供

应，技术指导，资金扶持和产品推销等工作，逐步把供销社办成农村经济服务中心，以

完成历史赋予供销合作社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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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九四九年 ，

府在石家庄市召开合作工作会议，制定了Ⅸ关于供销合作社

供销合作社的几个业务问题》，《关于农村的供销合作与

案。

总社在双山子成立，主任杨义臣，9月迁至大杖子街。j

北电力公司职工，自发组织起口华电消费合作社打，选举赵

按新章程进行了改组，改选姚春山为主任)。

七届二中全会，在乎山县西柏坡召开。 ．+

作了重要论述，号召组织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我市

费合作社。

3月6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设立华北供销合：作委：员浍，盂用潜等十一人为委
员。同时，成立华北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盂用潜、副主任梁耀，邓毙祥。

4月5日，冀东区供销合作总社成立，主任朱言，副主任李雪峰、白志耕(白云)。

同时，成立唐山市供销合作社，由朱言兼任主任，副主任余国光，李文光。一

6月，冀东区供销社选派21名干部，由徐明，边博贤带队，来秦皇岛市筹建市供销

社。

6月，抚宁县供销合作总社在台头营成立，1950年初迁至抚宁城关。

6月20日，市供销社筹备组派人去耀华玻璃厂，组建耀华职工消费合作社。7月9

日，耀华职工消费合作社正式建立。 ；， ，·。 ．．
．’

7月，由冀东供销社派来第二批干部18人。由余国光、高田带队，成员有陈桂芬、

连胜、张世臣，黄健民，刘靖、杨佳祥等。随后，正式成立秦皇岛市供销合作总社，主

任余国光，副主任高田。 t， t． ⋯’， 。；，，

7月，卢龙县供销合作总社成立，主任孙铁庵，副主任王春林。

7月，建立铁路职工消费合作社。到1950年底，并入铁路职工生活供应站。j

-8月，建立合作货栈，主任连胜。-。 ．
。。．，． 。?

8月，秦皇岛港务局建立开滦职工消费合作社。 。， ．

8月，建立长城煤矿职工消费合作社。1950年底，煤矿迁往大同。 ．t： 、

8月24日，原冀中，冀南，冀东三区总社合并，成立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主任郭

献瑞，副主任王金山，张光斗，朱言。同时，召开全省供销合作工作会议，提出为发

展150万至：ZOO万社员而努力。 -一 、．．一 ．j．



9月，昌黎县供销合作总社在靖安镇成立，主任夏国全，年底迁到县城。

9月6日，建立海关消费合作社。到1951年7月，与市民消费合作社合并。

10月8日，建立海滨区东四村供销社·1950年秋，发展了西四村社员，建成海滨区

供销社。

12月，市总社在朝阳街建营业部，经营棉布，针纺织品，百货，五金，日用杂品，

文具等。当时，为全市最大的商场。 ，

一九五。年

2月，机关消费合作社建立。1951年7月，与市民消费合作社合并。

3月，建立西后街粮、油加工部。

3月23日，建立一区市民消费合作社，地址在阜兴街。

4月，开始组建学校消费合作社，先后共建起13个。到1951年6月，学校消费合作

社全部停办。

9月，市总社主任余国光调省。冀东总社派李文光来秦皇岛市总社任主任。

9月，在张庄、廉庄，网匠庄、安子寺组建张庄联村社。

10月，建立二区市民消费合作社。到1951年7月，一，二区两个市民消费合作社，

合并为一区市民消费合作社。

10月，整顿各级供销合作社，端正经营思想，贯彻“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基层社

为社员服务"原则。从此，基层社不作非社员买卖，全力为社员服务。

一九五一年

1月1日，供销社对社员开始实行“定量定价配售办法"，价格低于市场

价4--12％。

3月7日，孟营联村供销合作社建成开业。

3月24日，白塔岭联村供销社建成开业。

4月1日，全国币制统一，人民币作为唯一的流通货币。

5月，根据全国总社关于对合作社社员实行配售制的精神，每月向社员廉价配售大

米，高梁米，豆油，食盐，布匹，白糖等主要生活物资。

5月，抚宁县供销合作总社召开首届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理、监事会，建成县联社。

6月，昌黎县供销合作总社召开首届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理、监事会，建成县联

社。

8月，市总社主任李文光调省，徐明任主任，秦轩任副主任。

8月28日，卢龙县供销合作总社召开首届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会，监事会，建

成县联社。

9月，秦皇岛市供销合作总社召开首届社员代表大会，通过市联社章程，选出监事

会，理事会，正式建立秦皇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12月10日，将张庄联村供销社，孟营联村供销社，白塔岭联村供销社合并为三区供

销合作社，办公地址在张庄。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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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年

1月1日，全国开始鬣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黟运动。

7月，市社建立供销经理部。

8月，市社建立废品收购站。

11月25日，原属辽西省山海关市撤销建制，划归秦皇岛市，改为山海关区。原山海

关市供销社改为山海关区供销社，隶属市供销社领导。

12月，全市供销系统贯彻“农村供销社和城市消费合作社会计制度黟。

12月，王庆云任市社主任，秦轩调出市社。

一九五三年

1月1日，开滦煤矿秦皇岛经理处改为天津港务局秦皇岛分局，开滦职工消费合作

社改为港务局职工消费合作社。

6月，全国供销系统零售单位，执行“拨货计价，实物负责制弦。

7月，耀华职工消费合作社和港务局职工消费合作社，合并为耀港职工消费合作

社。

12月，中央财委批转商业部，全国供销总社‘<关于划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手

工业品经营范围的决定》。

12月25日，海滨区改称北戴河区。海滨区供销社改为北戴河区供销社。

一九五四年

4月5日，市社管理的手工业划出，成立秦皇岛市手工业联合社筹备处。

4月．撤销临榆县建制，将51个村划归秦皇岛市。因农村区域扩大．建起汤河氏，

将第三区供销社改称汤河区供销合作社。

6月，青龙县供销合作总社召开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选出理，监事会，建成县联

社。

7月，全国供销总社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供销总社章程》。+

8月，中央印发省、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示范章程(草案)。

9月，国家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9月1日发行第一批民用布票。

9月，市供销社粮食，油料业务和粮油加工业务移交粮食局。
⋯

。‘

5这年，青龙县十字坪供销社评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先进单位。
’ ㈠

·

。。 ．， 7．：。 、．

、| 一九五五年 ，．

2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行人民币和回收现行人民币的命令》，新币1元兑

换旧币l万元。
‘’ ‘‘

。+

3月25日，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
—4

6月25日，根据中央财委Ⅸ关于国合商业城乡分工的决定》，城市消费社移交国营

商业，撤销市联社，建立郊区供销社，负责对农村供销社的组织领导。

∥



10月24日，市郊区供销社在原经理部基础上，分别建立日用杂品，生产资料．土

产，副食和国药采购批发站。1956年，恢复市供销社后，这些批发站合并建立了农副产

品经理部。这年末，供销社零售网点发展N123+。 ．。 ：．。

o ． ’-·

一九五六年 二

●

1月28日，全市完成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供销社归

口管理的有公私合营苫席雨具中心商店、废品合作商店、果品合作商店。

4月，全国供销社贯彻《供销社统一会计制度》。

9月，根据上级指示，在市郊区供销社基础上，恢复秦皇岛市供销社，书记王景

云，主任赵方正，副主任杨洪文。

一九五七年

⋯+1月，原属商业局辖属的专卖，服务，饮食，贸易公司，划归市供销社。5月，成

立秦皇岛市服务局，与市供销社一套机构，挂两个牌子。

9月1日，银行对市供销社，服务系统，实行按进货计划发放贷款的新办法。

一九五八年

3月1日，市供销社并入市商业局。

4月18日，秦皇岛市改地辖市。

6月，青龙县国，合商业合并。

8月，昌黎县供销社并入县商业局。抚宁县供销社并入县商业局。卢龙县供销社并

入县商业局。

8月15日，建立市生产资料公司，原市社所属的经理部并入该公司。

9月，农村基层供销社并入人民公社，归属人民公社领导。

lO月9日，撤销汤河区供销社，并入市商业局海港分局。

11月，抚宁县与秦皇岛市合并，撤销抚宁县建制。

11月，卢龙县并入昌黎县，撤销卢龙县建制。

一九五九年

5月5日，成立秦皇岛市农副产品公司。

6月19日，按中央指示，下放到人民公社的商业机构，恢复原来体制，原基层供销

社的门市部仍归供销社领导。

7月2l、22日，两天连降暴雨，雨量在210毫米以上。这是全市35年来最大的一次

洪水，仓库货场水深二米，72间仓库倒塌，生产资料公司损失15万元。

7月，由于物资供应紧张，国家采取“凭证记载"， “凭证限量"办法。除国家对

粮、棉，油，布凭票外，副食、轻工业品也凭票供应。



一九六O年
： ，

2月，开展反对搿右倾机会主义黟斗争。，

4月，开展搿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新三反运动。

7月2日，河北省商业厅和河北省财政厅联合发出通知，组织各地市参观学习秦皇

岛市商业企业实行定额管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推广山海关生产资料公司门市

部的批发商品定额管理办法，市百货商店朝阳街门市部业务活动有定额，有核算，有分

析的经验。
‘

11月15日，7中央发出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

命令风，千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

一九六一年

5月，青龙县供销社和商业局机构正式分开。
”

7月，秦皇岛市与抚宁县分开，恢复抚宁县建制，昌黎县与卢龙县分开，恢复卢龙

县建制。秦皇岛市辖海港、北戴河，山海关三个区，十五个农村人民公社。

7月15日，恢复秦皇岛市供销社，书记张兴业，主任张杰三，副主任张福山，肖玉

华。同时，恢复建立海港，北戴河，山海关区三个供销社。

7月，市农副产品公司划归市供销社，改称市社农副产品经理部。

9月，卢龙县供销社，抚宁县供销社都与商业局分建，恢复供销社管理体制。：
‘

9月，市社建立贸易货栈。

10月，昌黎县供销社与商业局分建，恢复供销社管理体制。·
’

．tn

11月，部分商品实行议价供应。

12月，全市开展“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清查以协作为名，通过个人或单位拉关

系，从商业．供销等部门套购紧缺商品。这次运动，历时11个月左右。
’

●

’

’一九六=年

4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口关于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分工的决定万。供销社

负责大部分农副产品的收购，组织农村商品供应，为农村生产、生活服务。

7月1日，全国供销总社同商业部正式分开办公。
’

7月，建立副食品经理部。

7月，按商品流转规律，市商业，供销各批发部，对抚宁县的海阳，石门寨，驻操

营三个区的基层社实行跨区域供应和收购。’ 一 。I

9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商业问题的决定，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搿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的总方针，仍然是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把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放在商业工作的第一位。从此，各级供销社开展自营业务，参与集市贸易的购销活动。

这年，青龙县西部山区的峪耳崖、宽城，板城，汤道河，新甸子五个区划出，另建

宽城县，宽城县供销社也单独建立。
‘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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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

1月，中央提出国民经济继续调整，供销社工作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

总方针。供销系统开展“为政治、生产、群众服务一的三大观点教育。

2月25日，全国物价委员会下达80种商品品种目录的通知，供销社主管的各类商品

逐步放宽政策。化肥，毛竹，耕畜，棕片实行计划供应，棉絮实行凭证定量供应，八

角、花椒实行凭证限量供应，生产资料、日杂，瓜果，调味品实行敞开供应。

3月，贸易货栈和副食品经理部合并。

8月16日，河北省秦皇岛市与辽宁省绥中县签定万家，前所、高岭，壬凤台，永安

五个供销社跨区购销协议。

一九六四年 ．

6月，在商业、供销零售企业核定流动资金定额工作中，推行部，组简易核算方

法，实行五权下放，六员岗位责任制、七项定额指标，对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起了积极作

用。
， 6月，秦皇岛市与青龙县签定了对牛心山、龙王庙，安子岭三个基层社实行跨收跨

供协议。

9月28日，河北省、辽宁省在秦皇岛市第二次签定((关于跨区域交售农副产品、供

应商品、商品价格、农副产品奖售办法会议纪要》。

11月，昌黎县供销社为贯彻中央商业工作会议关于按经济区组织商品流通的决定，

改按经济区建社。其中指挥跨出(归滦县)，乐亭县姜各庄和抚宁县马家峪跨入昌黎。

一九六五年

1月，全市开始“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

1月，撤销农副产品经理部，分建成生产资料经理部、日用杂品经理部。

5月，全国供销总社发布基层供销合作社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六六年

3月，秦皇岛市商业局、供销社与青龙县商业局，供销社签订关于木头橙供销社购

销业务跨入秦皇岛市的协议。解决了商品迂迥运输问题。

5月16日，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黟。

7月，市社和各公司党政领导干部靠边站，有的被揪斗。

8月，全市供销系统成立“文化大革命黟群众造反组织。

’

一九六七年

一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冲击下，市社领导班子被群众造反组织夺权，建立造反

派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

1月，海军后勤部队来供销系统。支左"。

8



4月10日，秦皇岛市农贸市场关闭。

一九六八年

5月，市供销社和各公司建立革命委员会。

6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大批领导干部参加学习班，大搞斗，批、改。

12月4日，撤销市供销社、商业局，粮食局革命委员会，建立财贸工作委员会，三

个部门统属财委会管辖。后来并入商业局。这年，各县供销社分别先后撤销，后来与县

商业局合并。

一九六九年

4月，按毛主席搿吐故纳新"五十字建党纲领，整顿各级党组织。

4月，市社将生产资料公司，土产杂品公司合并为农副产品公司。副食品经理部并

入商业局食品公司口

一九七。年 ，

1月31日，党中央发出搿关于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一和拓反对贪污，反对盗窃

和反对投机倒把弦的指示，总称“一打三反力。

4月，撤销财贸工作委员会，恢复市商业局，供销系统工作由商业局领导，

lo月，果品公司建立“五七”加工厂。

一九七一年

8月11日，银行调整利率，城乡集体经济存款和贷款与国营企业实行统一利率。

一九七=年

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靠三支两军∥人员撤回。

9月28日，商业部、财政部发出口关于边远地区和深山区收购三类农副产品，实行

补贴"的联合通知。

⋯’

一九七三年

7月24日，国家决定调整部分农产品价格。这次调价按照“基本不动，个别调整一

的原则进行。 ．’

。

一九七四年

9月20日，农副产品公司分建出生产资料公司，日用杂品公司，食品公司分建出果

品公司·



一九七五年

2月10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重新建立。+

7月，在全市推广万全县以社建社的经验，海港、山海关、北戴河三个区供销社，

在15个人民公社所在地建立了15个公社供销社。 一‘+

lO月4日，．商业系统，供销社系统开展“学大庆、学大寨”运动。
●

B

一九七六年

1月，恢复市供销社，并将日杂公司分建出废旧物资回收公司。

1月，青龙县供销社与商业局分建。

2月，各区社补充一部分亦商亦农人员，山海关补充50人，北戴河补充30人、海港

区补充50人，共计补充130人。

7月28日，唐山市发生7．8级地震。供销系统参加唐山抗灾工作6人，由市社副主

任董印卿带队。震前，供销系统去唐山开会，办事的6人，因地震死亡，有李宗发，刘

仁昌、杨静珍，李淑华、汪瑞林、靳玉琴。另有，抚宁县社孙宝兴、杨栋、徐德金震

亡。一 ，．

8月，市社评选出唐山抗震救灾先进集体5个，先进个人8人。

8月25日，秦皇岛市成立郊区，9月1日建立郊区供销社，原三个区供销社改称供

销处。

一九七七年

3月3日，农村开始试行《农村信贷包干试行方案))，这是农村信贷工作的一项重

要改革。市社开始清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往来帐目。

一九七八年

5月，市社党委书记、主任翟俊卿调出。王东辉任市社党委书记、主任。

8月，撤销郊区供销社，海港，北戴河、山海关三个供销处直属市社领导。

12月6日，市场开放，我市恢复集市贸易。

这年，果品公司杨金友，孙永和等，采用塑料大棚保鲜技术成功，出席了全国科技

大会，并荣获河北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这年，青龙县木头凳供销社李风，研究板栗树选优嫁接，山枣定株管理、山杏接大

扁杏等技术成功，并得以推广。

一九七九年
，。

：
‘

1月6日，市社党委确定出席1978年市社系统的先进工作者41人，先进集体43个。

其中“学大庆，学大寨"式企业7个。果品公司，生产资料公司、生产资料公司零售商

店，果品公司零售商店、盂营供销社、归提寨供销社、户远寨供销社。

1月25日，北戴河供销处批发部仓库发生火灾，损失9，838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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