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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丹阳的合作事业于民国16年(1927年)萌生，至民国20年，各类合作

社已发展蛩]159个。丹阳合作社萌生之早，数量之多，均名列全省和全国

前茅：民国23年，江苏省建设厅在丹阳设立合作实验区，并成立办事处，

时丹阳成为江苏推进合作社工作之楷模。但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后来

多数合作社皆成为官僚劣绅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组织。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各类合作社被日伪破坏殆尽。民国28

年，日军特务机关在丹阳城乡强迫民众集资入股，组建所谓中国合作社

丹阳支社，以合作社名义掠夺战略物资，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民国30年

冬，中共领导的茅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第一个消费合作社在我市九里镇进

行试点，翌年2月正式成立。消费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对发展农副业生

产，保障军需民用，支援抗日战争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34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又在丹阳发展合作

事业，在全省先行·步，总结经验推广全省。但由于政局动乱，’经济枯

竭i物价飞涨，各类合作社皆徒有虚名，名存实亡o

1949年4月23日，丹阳解放，我市合作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

发展时期。1950年5月1日，丹阳县合作总社成立后，在各级党政的领

导和支持下，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在城乡各地纷纷兴办，逐步

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城乡经济交流的一条重

要渠道，对促进工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合作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曾几经曲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供销合作事业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走



向兴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以上各个不同时期的合作社，都有一段不平凡的发展

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已成过去，发人深省，我们应“以史为鉴"o因

此，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总结建国前后60多年来合作事业发展的历

史，既是时代的使命，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丹阳市供销合作社志》已出版问世，它全面地、如实地记载了我

市合作事业的来龙去脉和它在各个时期的功过、成败、兴衰，起伏、演

变过程，同时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一部比较全面、

系统、综合性的历史资料。它具有思想性、时代性、科学性的特点，既

服务当代，又惠及子孙；不仅对当前供销合作事业正在深化改革、优化

服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今后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供销合

作社发展道路亦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此，希望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研究，深入探讨，从中吸取教益，充分发挥志书

的“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作用。

寡智幂繁籀警嚣紫霾譬程郑永康丹阳市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列小保

199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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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丹阳市供销合作总社遵循中央指示精神，在市(县)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于1985年2月成立《丹阳市供销合作社志》编纂领导小组，开始

进行志书的编纂工作o
’

’为了认真总结我市合作社发展的史实；特别是建国后供销合作社经

历了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曲折前进的发展过程。

它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挫折和失误的教训。我们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对于搞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开拓未来，将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为此，编写人员

本着“广征博采"、 “详今略古”的原则，从各方面搜集资料。我们虽

然做了大量工作，1但由于建国前有关合作事业档案资料已残缺不全，建

国后机构又几经分合搬迁，致使大量历史资料散失，同时合作社机构较

大，情况十分复杂，特别是对供销合作社如何修志无从借鉴，确实是一

门新的课题，难度较大。

经过编写人员7年多时间的辛勤劳动，到有关部门仔细查阅档案，

走访老干部，老职工，搜集7220多万字的档案乖口碑资料，按“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进行鉴别研究，并多方面征求意见，再作反复修

改补充，完成了我市历史上第一部《丹阳市供销合作社志》的编写工作。全

志共分10章50节，约20万字。在此谨向热情支持提供宝贵资科的部门和

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初期从事供销合作事业的老领导、老职工一并

致以衷心的感谢o

， 《供销合作社志》的问世，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惠及后代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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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大事。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它必将使我们供销合

干部、职工从中受到教益，它既能帮助老同志重温历史

拓前进，又能启迪广大新同志提高对供销合作事业的重

识，树立搞好供销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使老一辈创

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得以继承和发扬，团结一致，奋发向

上，扎扎实实地搞好各项工作，努力开创供销合作社工作的新局面，，促

进国民经济的新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l

在修志过程中我们的经验不足，视野较窄，水平有限，深感有负众望，

同时，由于志书所涉门类庞杂，工程浩繁，疏误之处亦在所难免，j恳请

各方见谅，不吝赐教。

原鼻莆幕饕群警器肾霪望翟沈鼎钰埽丹阳市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玑和径
：

，

’1993年6月



凡 例

一，本志上断清代，下限1989年。大事记延伸至1992年。

二，本志体裁为记，述、志、图，表，录并用，以志为主。行文采

用语体文，重在记述，’文字力求简洁，通俗易懂。

三，本志记述内容本着“详今略古"原则，着重记载新中国成立后

的史实。对现辖单位详记，原辖单位现已不存在或已划入其他系统的单

位略记o ，

四，行文根据丹阳历史的实际情况分期。解放前后以1949年4月22

日分界，建国前后以1949年9月30日分界。

五、1949年前，采用旧记年，并于每节首次使用时加注公元纪年，

1949年10月1日起采用公元纪年o

六、本志资料取自档案、报刊、志书，口碑等，经考证筛选入志，

文内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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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阳位于江苏南部，长江南岸。东邻武迸，南接金坛，西北部与丹

徒接壤，，东北临长江与扬中相对。沪宁铁路和京杭运河以及沪宁二级公

．路自西北向东南斜贯全境。常州民航机场坐落在境内东部距市区20余公

里。境内内河航道和公路蛛连成网。出境不远就达镇江大港港口，万吨轮

可经长江出海。水陆空交通非常便利，是江苏南部的交通枢纽之一：：

丹阳合作事业于民国16年(1927年)萌生。民国19年，丹阳农民银

行成立，’各类合作社纷纷兴办；，至民国20年，’全县各类合作社已发展到

，1 59个，列全省和全国前茅。民国23年11月，省在丹阳设合作I实验区，

并成立办事处。时丹阳成为江苏省推进合作社事业的楷模。 、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大肆侵华。，同年12月丹阳沦陷，合作

事业被迫中止。翌年日伪．政权建立后，相继成立“丹阳消费合作社"、

，“丹阳县产业合作社?‘(后改名为“中国合作社丹阳支社刀)等，以此

．掠夺战略物资，为共侵略战争服务。， ．，

i 民国27年，新四军挺进江南后，建立茅山抗日革命根据地。民国31

’年，为了粉碎日伪的经济封锁，分别成立了九基镇消费合作社、延陵镇

。消费合作社、柳茹村消费合作社等。随着消费合作社的建立，使群众在经

。济上和生活上得到了方便和实惠，，‘深受群众欢迎。 j

民国34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次年7月，江苏省丹阳合作办事

．。处在全省率先成立，丹阳二金坛，：溧阳、句容4县业务由该办事处管辖。

’至民国37年6月，丹阳合作社发展到155个。时因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

：_财政枯竭，’市场萧条，至丹阳解放前夕，各类合作社均处于关闭状态，名

。 l



存实亡。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及关怀下，丹阳合作

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0年5月1日，丹阳县供销合作总社正

式成立，接着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农村供销合作社纷纷兴办。当时为了恢

复国民经济j医治战争创伤，供销合作社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积极向

农民供应生产和生活资料，’并在价格上实行优惠。1954年开始，还担负

着促进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任务。在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中，

供销社坚持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把全县3422家私营商业户组织起来走

社会主义道路，为建立以计戈l|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农村市场作出了自己

的努力o ? ：．
i

1958年“大跃进"开始，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基层社一度下放人

民公社管理，同时将县社与商业局合并，并把合营、1合作小商贩先后并入

供销部统一经营，使三种所有制经济变为二种所有制经济(全民经济)，

从而滋长了官商作风，疏远了同农民的关系，‘供销合作事业受到了挫

折。’
‘ 毒

’”

j j

1961年，+根据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04 10日中共丹阳县委决定：县社与商业局分开，恢复供销社集体经济

体系，供销合作社的经营业务得到了迅速发展o 1966N1976年，在长达

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乖指导，职工

的思想被搞乱，机构网点被撤并，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弃，致使1969午

供销社又一次与商业局合并，供销社再次改变为全民经济，又一次受到

严重挫折o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第三次恢复成立供

销合作社。随着党对农村一系列政策的贯彻落实，多种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农村广泛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改变了多



年徘徊不前的状况，粮、油：棉及各种经济作物迅速发展，社会商品流

通日益扩大，群众购买力大幅度提高，农民要供销社办的事越来越多。

为此，从1983年2月起，供销社开始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管

理体制，改“官"办为“民"办，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加强“三性"建

。 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从促进生

产搞活流通出发，把立足点转移到发展商品经济上来。根据农民的要求，

供销社在首先满足农民对生产资料需要的基础．上，进一步辅导农民科学
r． 种田。至1987年，全市已创办29所庄稼医院和86个配药站，并配备专职

医生105人，以不断提高科学种田水平。

1988年3月28日，将原来的理事会、监事会两套班子合并，成立社

务管理委员会，实行一体化的领导体制。目前，全系统已形成完整的组织

体系和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络：1989年，全市已有19．6万农户入股，占总农

： 户95％以上；社员股金达676万元。全系统共有干部职工6258人(不包

括季节工)。市直属单位有农资，棉麻、日杂果品、大鹏集体商业等4

。 个总公司和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轧花厂，食用菌研究所，车队等8个，

农村30个乡镇(场)都设有基层供销合作社和集体商业公司(总店)；

．413个村设有代购代销店。全市共有商业网点1376个，社办企业74个．(其

中中外合资企业2个)，拥有固定资产3347万元，流动资金4974万元；

全年销售总额达4．474亿元，工业产值达4550万元。为全市经济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o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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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元年(1 738年) ．～∥． ，．．，

：￡7。是年，?j丹睹^农民为了便交换和买卖耕牛方便i：时常聚集在县城南门
。

进行交易，后来定为每逢农历“一、六”为集市甘，这种集市形式群众

称作“牛落矽。

∥、，．．。。 ．．。；道光十九年．．(1 839年)。“ 。 。二

r。， 。，’；：{；，。 ，：，．、：、毒：’ ：．． ：，，。．’i 一：’■．“，．： ，

⋯
i

是年，清政府规定开设牛行必须到户部买领“部帖"，j：并允许专刺

世袭。丹阳牛行帖被任姓所买，定名为永兴牛行。从此，农民到牛集买

卖耕牛，都得到该行开票，交付佣金(按牛价6％)。

’≯j．’，、．’、，·o：j：’：o：．：．■√．：’+一 ～：ij． 。．．‘．

同治六年(1 867年) 一．?一．∥
’。‘ 1、

’ ：世

是年，蚕桑业东乡发展获快，．后渐及于北乡，当时主要出售蚕茧，

后来出售生丝和阳绸等丝织品o

，．?o、!jl’：：i‘：-：?。。．’·‘一--’j ．_+，JJ 一
‘． ·：‘～．

。．．“： ．：．：、‘‘一 。j⋯ ‘．’
．，

’·

．’+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

。．：

。

，’ ： i

是年，沪宁铁路通车后，．丹阳．有大量菜牛运往上海，每年运出达1

万余头，价值银洋50多万元。
，； j

v．． ，7 一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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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民 国

民国1年(1 91 2年)

是年，丹阳已成为全省耕牛最大市场，朱家兄弟4人向县政府分领

“牛行帖"，分设朱永大、永兴、永和、永新4家牛行，还开设菜牛运

输公司2家、宰牛坊4家，菜牛、耕牛每落上市一般在千头左右，最多

时高达2000多头。
7’

是年，全县有茧行10多家，开设茧行需领取9行帖"，由省茧业改

进委员会发给执照方能开业。 一‘’ ：

。’

、、

民国5年(1 91 4年)
⋯

’‘ ，。
一 ‘

是年，丹阳蚕丝阳绸参加国际，巴拿马博览会展出，由于质良价廉，

博得国际信誉。 、，

‘

。

一

0． ”，

。

· ’
． ，‘

’

● ～

民国8年(1 91 9年)
⋯

一
1●

● 一

是午，全县有茧行20家，茧灶226具，织绸机已达2000余台，每年可

织绸10万匹，产值约160余万元。一’‘
：

’

民国1 6年(1 927年)

是年，丹阳出现合作社的萌芽组织，嗣后江苏省农矿厅派合作指导

员来丹指导合作事业。 一’J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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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一．：，‘：．

。

，，～，
一 一‘4 一。

民国1 9年(19；6年)‘，．一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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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设立丹阳合作事业办事处o
’



6月30日，丹阳全县合作社已发展到116个，入社社员2140人，列

全省第二位。

民国20年(1931年)

是年，丹阳蚕桑合作社兴起，在吕城汪家，蒋家和皇塘等地组织无

限养蚕合作社，合股投资发展蚕桑事业。
’

民国22年(1 933年)

11月，丹阳县被列为全省合作事业之冠，省建设厅指定丹阳为全省

合作实验区，下设7个区联社，至此，丹阳成为全省合作事业之楷模，

中国合作学社派员前来考察。

123，李吉辰来丹阳主持丹阳实验区工作事宜。

是年，分16个区举办合作讲习班，其训练课目以合作概论、合作实

务为主，兼讲农事副业，并举办巡回图书馆两组，分区轮流展览。

民国乞5年(1 934年)

6月，全县乡镇各类合作社已发展蛰]181个(其中有23个合作社为示

。范社)，入股社员4255人，入社股金20544元。

11月l 13，合作实验区总办事处在丹阳成立。地址在城内(毅育局

余屋)。由县长毕静谦任主任，李吉辰任副主任。并根据水陆交通情况

共划6条经济线，分设16个合作实验区。

民国24年(1 955年)

8月1日，经省政府决定：为发扬丹阳合作实验区示范作用，将合

作事业推广至句容，金坛，镇江及武进4县，由丹阳合作实验区派遣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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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4人分赴上述各县，协助辅导当地合作事业。

民国25年(1 936年)

lOg 16日，开办丹阳合作实验区试验合作农场。地址在丹阳东门外

海会庵附近。征用土地三四十亩。

12月，省政府提倡全省向吴江县盛泽镇和丹阳之丝绸工业合作社学

习。

是年，举办农民合作训练班共54期，训练农民2700余人。

是年，丹阳县合作社联合社成立。

是年，全县茧行已发展N39家。据30家统计，共收茧16778担，为

全省之冠。

民国26年(1 937年)

12月，日军侵占丹阳，合作事业随之中止。

民国27年(1 938年)

9月，由日车特务部组建成立“丹阳县消费合作社"，自治会会长

郭颂如任理事会主席，殷墨卿任监事会主席。地址在大码头。

lOA，日伪省社会处派戴荫任丹阳县合作指导员。

是年，日伪指派郭颂如等筹建“丹阳县产业合作社"。

民国28年(1 959年)

1月3日，日伪丹阳县消费合作社改组为“丹阳县产业合作社"。

地址在兴亚门外，现粮食局西侧。

1月23日，日伪中国合作社丹阳支社成立。

4



11月7日，日伪丹阳合作社城西分社成立。郭文任社长。

民国51年(1 942年)

2月，茅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第一个消费合作社在九里镇成立。地址

在九里镇季子庙前街。房屋3间。 ’，

4月，茅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延陵镇消费合作社成立。地址在延陵镇

北街盐栈。房屋10间。

4月中旬，茅山抗日革命根据地柳茹村消费合作社成立。地址在柳

茹村贡双根家(私房)o
’‘4

民国52年(1 943年)

3月24日，日伪丹阳公务员消费合作社成立。

8月，九里，延陵等地消费合作社遭日军特务机关破坏，先后停业。

民国55年(1 946年)

2月，丹阳合作社指导室成立。

5月1日，机关员工责任合作社成立。魏超俊任理事会主席，邵万

根任监事会主席。 ．

5月7日，省社会处派庄士杰任江苏省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丹阳筹备

处主任。

8月26日，丹阳县合作社联合社成立。地址在鱼巷4号々

，p



民国56年(1 947年)

6月，丹阳合作办事处成立后，开设丹阳碾米合i．乍-s-)-。地址在丹

阳城内大码头。

民国57年(1 948年)

6月，丹阳县乡镇各类合作社已发展至,1155个(包括17个水利合作

社)。

9月，丹阳县合作社联合社成立，下设信用、供销、生产、公用、利

用、保险6个部。张澍任理事会主席。地址在丹阳南门大街。

是年，全县黄、红麻面积达1万亩左右，产地集中在访仙、建山、

胡桥一带。单产：200斤，总产213200万斤左右，丹阳被列为全省主要产麻区

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4月23日，丹阳全境解放。

5月，县人民政府指定建设科接管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旧合作行

政机构和县城内各类合作社。

1 950年

1月，丹阳牛市场成立。

3月，县委派周益群，殷洪生，吴志毅，孙云皓，杨炳耀、吴锡彬，曹

春小7人，镇江分区派陈志坚配合组成县社筹建小组，由周益群任组长。

3月27日，丹阳纱厂消费合作社成立。社址在纱厂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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