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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商丘是中国商业发源地之一。它历经沧桑，兴衰交替，缓

慢发展。三千多年间，商贾是市场的主体。随着社会的变迁，尽

管私人经商唯利是图，但他们茹苦经营，对繁荣市场，促进地

方商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三十年代中期，商丘地区出现了合作社，参于市场，进行

商品媒介活动。但其基础差，业务开展少，始终未能得到广泛

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商丘地区的供销合作事业。是由农民群众

集资，在国家扶植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三十多

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广大农民的支持，不断发展壮大，

已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

在各个历史时期承担并完成了国家赋予的各项任务。1985年同

1950年相比：职工人数由368人增加到19494人；商品销售额

由281万元增加到44572万元；利润额由8．8万元增加到1504

万元。在活跃城乡市场，支持工农业生产发展，保证农村生产

和生活资料供应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制以来的实践证明，供销合作社作为农民群众集体所有

的合作商业，它的自愿、互利、民主、服务的办社原则，自主

灵活的经营特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经营作风，上级社为

下级社服务、基层社为社员群众服务的方针，又购又销、批零

兼营、综合服务的方式等等，既适应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又适应了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

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我们应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总

方针指引下，继续坚持和发扬供销合作社的优良传统，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把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深入进行下去，促进农村有



计划的商品生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并多次倡导编写

新志，整理旧志。党的十二大以来，举国上下正在开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的

安定团结，社会主义的盛世，促进了新方志编纂的蓬勃开展。

《商丘地区供销合作事业志》就是在这种方兴未艾的新形势下编

纂成书的。

《商丘地区供销合作事业志》的编纂是按照社会主义新方志

的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详今略古原则，实事求是的记载商

丘地区供销合作商业发展的历史，直书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

商品流通方面的方针、政策情况，叙述商品购、销、调、存，商

品加工和饮食服务等项工作的成绩与失误、经验与教训，展示

了供销合作社的性质与任务、地位与作用。为了承前启后，新

中国建立前的合作社也作了必要追述。此志资料较为翔实，内

容比较丰富，基本上再现了商丘地区供销合作事业全貌。融专

业性、地方性、科学性于一体，集中体现继承历史、反映现实、

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的作用。

此编新志，花费五年多的时间。从收集资料、鉴别考证、科

学筛选、组织撰写、到总纂成书，几易其稿，任务相当艰巨，实

是一大系统工程。在编纂过程中，省、地有关部门热情支持，鼎

力相助；地县、市社内部职能科室认真配合，通力协作；原在

地区社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主动反映情况，提供资料，以

及编写人员刻苦努力、勤奋笔耕，都为这部志书做出了贡献。

新编志书我们没有经验，加之史料不足，水平所限，缺点、

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商丘地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互身友



凡 例

一、本志是论述全区供销合作事业的专著。设概述、正文

和附录三大部分。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录及图、表、照

片等多种体裁组合而成。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

统一。

二、志书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客观地反映本区供

销合作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自身建设及其活动情况。

三、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简述历史，突出当代，溯源延

伸上限，下限为1985年。

四、按照供销合作事业的性质和特点，以类系事横排，依

时序纵向展开。全志共分15章50节37个目，目下一般不设子

目。

五、本志运用语体文，据事直书，不加评论的记述供销合

作社的历史和现状。大事记则采取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以编年体为主。按照商丘行署地方志规范化要求行文，事物记

述均以第三人称。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旧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成

立以后，则用公元纪年。

七、先进单位、集体和个人系获得省、部级以上证书或称

号者。其中对部分单位、集体和个人的先进事迹作了选介，其

余均以名录出现。干部任职时间，下限以外仍任职的部分人员

用“一”号表示。

八、历史上的辖区和地名沿用旧称，在括号中加注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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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所用计量单位，1949年前沿用习惯标准，1949年以后，

一般采用公制的新标准。随着货币的改革，1955年废止旧人民

币，使用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值为1：10000。凡正文中未加

注明者，均为当时币值。

十、志书资料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省、地和本社

档案部门，二是本系统修志部门#三是采访并经反复核实的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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