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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合作商业的成长、发展、壮大和取得的成绩，是党领导的结果。早在“二战刀时

期，毛泽东同志科学地阐明了合作社是引导农民参加革命斗争方式之一，并制定丁“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一的总方针。周恩来同志对供销社废旧物资回收工作，曾作过了重要的亲笔题

词。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用法律的条文，

对合作社加以保护，并规定国家各有关财政经济部门在贷款、剃率、订货、价格、运输、电

信、税务、房屋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优待。从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国

内市场建成以后，供销社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彦的总方针指引下，对于发展生产，繁荣

经济，活跃市场，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滁州市供销合作社自1949年8月建立以来，经历了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几经曲折的三

十余年的斗争岁月，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社初期的1950年仅有干部、职T-136入，1985年

已发展到1946人(男1377'人，女569人)，比1950年增长14．1倍。1985年拥有自有流动资

金548．8万元，较1950年的1．7万元(折人民币)增长332．8倍，巳经成为农村商业的主体。

本志书翔实的记载了建社以来的发展历史，它不仅具有前有所稽之功．而且对建设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促进供销事业更加兴旺发达，将发挥重要作用。

<滁州市志供销志》经过编纂人员一年半的辛勤工作，现巳编印成册。这是供销合作社

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件大事。仅此，我代表市联社党组、理事会向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领

导和全体同志以及提供资料的同志表示感谢l

蔡士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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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供销社三十余年的历程，她经历了磨砺和挫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

训，“前事之师，后事不忘∥。将这些成绩、经验，教训，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按照历

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地、科学地记叙下来，对于建设“四化一，开拓未来，无疑是具有宝贵

的借鉴作用，也是我们当今一代义不客辞的职责。

由于供销商业历史悠久，牵涉面广，机构庞大，人员分散，国合几分几并，特别是十年

浩劫，资料流失不全，虽经查阅档案，走访供销老人、沦桑屡变，时光流逝，难免没有遗漏

之处。尽管在市志办的直接指导下，兄弟单位和有关同志帮助下，尤其是吴沂、黄毅夫同志

为我志撰文，虽已脱稿付印，也必然由于我们编纂小组限于人员少，水平低而力不从心，没

有达到尽善的结果，，敬希各级领导和同志提出补充修改意见，以便续修时更正完善，以裕

后世。

《滁州市志·供销志》编纂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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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志编纂人员留影

城关供销社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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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供销干校教职员工

乌衣工业品批发站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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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衣工业品批发站

滁州市第二汽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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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土产公司

市生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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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衣供销社领导班子

汪营供销社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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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衣供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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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子供销社领导班子

滁东供销社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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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子供销社

滁东供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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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I'-郢供销社领导班子

腰铺供销幸l：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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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卜郢供销社

腰铺供销社



城郊供销社领导班子

花山供销社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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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亭供销社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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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I【I供销社领导班子

章广供销社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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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滁县供销合作社商业始于1932年“二战一时期，国民党政府为缓和矛盾，维护其统治，

滁县成立了一个滁县合作社联合社，各乡镇办起了128个互助社。日伪占领时期，日本侵略者

为了垄断市场，扩大帝国主义经营，于1939年在滁县城内四牌楼南经营三井洋行，垄断粮食

市场．经营道源公司，垄断食盐市场外，还在滁城西大街209号原李鸿章仓库办起了滁县合作

社，以配给日用品为名，吸取分散资金，同时以低价购买棉麻等农副土特产品，剥削农民。

这时生活资料的供应，全部操纵在日本帝主义者手中。在日伪横行暴敛，民不聊生，灾难深

重的1941年，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我大柳乡党支部书记孙云同志号召群众自愿投资入

股，办起了“运盐合作社黟，不但解决了人民疾苦生活问题．也有力地支援了路东、路西

(滓浦铁路)两块抗日根根地的革命战争。

1949年滁县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在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供销

商业组织。1949年8月成立“滁县工农合怍社”，1950年6月更名为“滁县供销合作总社黟，

1950年冬并入地区供销社，名日· “滁县专区供销总社滁县供销部一，1951年5月份分立恢

复原名“滁县供销合作总社一，1954年6月召开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更名为“滁县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带，于1954年11月为统一供销社名称改名为。滁县供销合作社斗，1968年7月15日

成立滁县供销社革命委员会，12月4日滁县基层机构改组实行大合并。成立滁县土副产品购销

站革命委员会。1969年冬撤销土产站，国合合并为滁县商业局。1976年与县商业局分立为滁

县供销合作社。1983年9月20Fl召开第四届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名为“滁州市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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