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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汉源县供销合作社志》是一件新的工作、是汉源县供销

合作社历史上的第一次。

编纂“供销社意”的意义有三：一、为县意提供部门资料；

二、为供销社商业科研工作提供历史依据；三、为供销合作事业的

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驵便在今后的工作申，扬长避短，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供销合作社是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商业。

它在国民经济中是联结工业同农业、城市同乡村、生产同消费的桥

梁和纽带，地位十分重要。它的任务和作用有四：笫一、通过购销

业务、有计划地做好农业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资料供应，做好农副

产品收购，帮助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生产．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使农民实现多产、畅销、增收、致富。同时做努工业原料的供应和

工业品睁推销． 盟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第二、通过购销业务活

动，一方面促进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满足人民群众生活上的

需要，经常根据人民群众吃穿用的实际要求、及时地组织适销对路

的消费品供应；第三、供销社通过农副产品收购和工业品推销、实

现工人韶农民创造的价值、使生产部门为国家实现资金积累。同时

供销社在本身的购销业务活动中，认真执行勤俭办商业的原则、努

力改善经营管理，降低商品流通费用、不断增加企业利润、为社会

主义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笫四、供销社通过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



促进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不断巩固和发展、从而密切工农关系、加

强民族团结、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汉源县供销合作社白一九五，一年筹建至今的三十多年间、从小

到大， 不断发展， 成为今天有职工八百多人， 社员四万多户， 股金

三十万元， 自有资金和固定资产总值六百多万元， 业务涉及家家户

户，网点遍布城乡的庞大经济组织，是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

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全体供销社职工努力创业的结果。

三十多年来， 我县供销合作社在“一个方针”(发展经济、保

障供给)、 “两个服务一(为农业生产、为人民生活服务)、 “三

大观点”(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的指导下，在支援工

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改造农村私营工商业、稳定市场物价、

安排农村人民经济生活方面， 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显著的

成绩，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总任务要求供销社的

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真正办成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 同

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逐步把供销社办成农村的综合服务中

心．成为国家和农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实现

党在十二大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总目标．

供销社点多面广、经历三十多年时间。为了把“供销社志"编

好、达到实事求是、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具有时代特

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目的，我们从一九八三年底便抽出

专人进行收集资料。编纂小组经过两年多时间积极而紧张的工作，

成稿付印。本志资料真实可靠， 记叙言简意明、实为研究供销合作
≯



社历史和开创供销合作社事业新局面重要依据!

谨此、对参与修-心3=的人员表示致意，并对为本志提供吏料的各

方人员表示感谢!

黄万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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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意以马克思歹1j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以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观点，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4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吏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编纂的。

二、本志资料来源： (1)雅安地区档案馆；(2)汉源县档

案局和统计局；(3)县社各股室；(4)县社所属各公司； (5)有

关于部的_12作笔记；(6)口碑资料。

三、本志编纂时限：上限不限；下限一九八四年。

四、县社、科股室、公司和基层社领导及任职年限，以领导机

关通知为准。

五、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县社、服务局、商业局合并期

间县社及所属公司撤消．只有基层社资料。

六，归口供销社管理的农村合作商业专章列述。

七、本意部份章节内容与建国前有连贯的、对建国前的情况作

了简略追述。

八、“解放前"和“解放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0年

二月二十三日进驻汉源时间的前后。

九、人民币单位：币制改革前的单位一律折合为改革后的单位

即现行单位记载。

十、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同时呆用图、表、照片、使其清

晰、醒目、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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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社办公大楼



县社机关觉支部

县社职工宿舍



参加4社志”审稿会议全体干部

从左至右

前排 陈患和 陈登才 李培洪 冯荣 鲁维藩 郭安库

张文博 李映荐 祝玉生 程文春

巾排 陈正衡 曾广辉 赵忠烈 方学贵 辛吉明 张希贤

李羽军 李泽远 拣日明 陈祥杰

后排 詹绍松 马瑞明 刘清锦 庞玉才 郝钦新 徐人伟

但光明 骆际明 李有楞 李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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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杂公司 农资公司

土 产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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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 品 公 司

综合商场 贸易货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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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培 训

1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