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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供销合作社志
陈学智主编

吴忠市供销合作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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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供销合作社办公大楼(一九八四年)

朝阳商场(一九八六年)



市供销社领导和干部学习文件讨论工作

安全工作先进簟位

一九八八年．商业部授予市供销社

“安全工怍先进单位”称号

戈蛳鼍州口一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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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几五年．市供销社获商业部。四好仓库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磬j

奖抬窖鱼。发J日物遗系揽

口耳
-一I▲

先进企业(集体、
艟”+4。髓冀”，

九八八年，商业部授予废旧物资公司

“令圉废旧物资系统先进余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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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商业部授予农硗公司“农{；i供应先进毕体”称号



一九八五年．东塔供销社获商业部“全国商业簪统先进生业单位‘荣誉称号

东塔供销社识搬开展粮食赡钠(一九，＼九年1



东风供销社板桥分社的苇席收购(一一九八九年)

金积供销社化肥销售点C-九八?L年)



土畜产棉麻公司经理在查看棉芘储备情况

洪销社营业员热情接待顾客



区、地、市供销社领导祝贺男子兰球队取得优异成绩

供销社职工高唱社会主义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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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市供销社、直

属企业所在地

0基层供销社

0分社

吴忠市供销合作社网点分布图



序

’j·《吴忠市供销合作社志》在各界人士和有关部门

的关怀支持下，修志人员广收博采，溯本求源，实

事求是，秉笔直书，突出时代精神、民族地方特色

和专业特点。反映了本部门的历史和现状，做到了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志书屡经饰润，数易

其稿，编纂者历履艰辛，始成新志，倍感欣慰。

吴忠市供销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

各阶段，始终遵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弦的总方

针，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四十

年来，为搞活商品流通，．繁荣吴忠经济，尤其是为

吴忠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吴忠市供销合作社事业的蓬勃发展，诚属空前。

因此系统地记述其四十年的沿草轨迹，对研究探讨吴

忠市供销合作社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拓

展新领域，培育完善市场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

实力，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当

然，创修“供销社志”，本无成规可循，偏差疏漏



难免。古语云： “志书不厌百回改”，愿《吴忠市

供销合作社志》常改常新。

今《吴忠市供销合作社志》面世付梓，实为盛世

修志之壮举，修志人员多次嘱托，盛情难却，故不

揣简陋，爰书数语，．用申所怀，并就正于热心吴忠

供销合作社事业的诸君，是为序。 ．

范 存 德

l 9 9 2年1 0月27日



凡 例

一、本志叙事下限至1 9 9 0年。

二、为便于阅读，篇首有“概述”和“大事

记”，综合而概要地介绍吴忠市供销合作社的建立和

发展变化。

三、本志横分门类，纵向记述，以横为主、纵

横结合；以叙事体行文，按章、节结构编写。

四、为了突出专业特色，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章

节之中，按发展变化自然记叙。

五、本志1 9 5 5年以前所有金额，均按原值记述

并注明“旧币"，。

六、本志中?建国前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前后。

七、本志资料来自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供销

社、宁夏回族自治区供销社、区公s-j、市档案馆、商

业局、市供销社及直属公司、基层供销社等单位。全

部原始资料、初稿、修改稿和审定稿存市供销社档案

室，以备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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