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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蓬溪县供销合作社，自1951年建立季I]1985年，已走过了三十四个春秋。为使广大农村商

业职工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县供销合作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部发展史实，根据县志编篡

委员会的安排和县供销社领导的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以史实为依据，突出时代精神和专

业特色，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反映蓬溪县供销社系统的历史和现状，以达到“借鉴前

车，扬长避短，珍利弃弊，留资后人"的目的，编写了《蓬溪县供销合作社志》。

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绳，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本着“志贵详备”和“志重在用”，以档案资料为主，采访

资料为辅，力争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方面做到统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翔实地把

供销社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宗旨贯穿于全书始终。坚持以行业立志，用政治经济学

的观点，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反映生产——流通⋯分配一消费诸环节及其相
互联系。抓住供销社经营特点，突出反映供销社在农村商业中的主导地位和主渠道作用及三

十四年来供销社艰苦创业， “两分两合”，曲折前进的经验与教训，起到“资政、教育、存

史’’的作用。

新编《蓬溪县供销合作社志》，对我县广大农村商业职工来说，无疑是一部系统的专业

史料和很好的乡土教材。它对今后做好供销合作社工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建设，供当代后世明鉴，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o

张鸿恩

1985年5月



凡 例

《蓬溪县供销合作社志》共九章五十五节二百七十一个项目。内容包括建国前蓬溪境内

农村商业，民国时期的合作社和建国后供销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的史实。各类目以时为经，

以事为纬，纵横结合，贯通先后。

社志结构：采用章、节、目三级体现。章、节、目以外的分层序码，运用第一档的一、

二、三；第二档的(一)、(二)、(三)，第三档的1、2、3等档次不同项款记述。

社志体例：采用志、记、图、表、录、照片等形式和文体应用。其中以“志"为主体}

“记”，记述本系统的大事； “图”，在县地图中标示农村商业网点分布及其坐标位置；

“表”，填报有关购、销、调、：每、利等主要经济指标和主要商品指标存史； “录矽，节录

有关历史性结论的部分文字； “照片”，以直观形象反映供销社系统的有关概貌和建筑群幢

景。文体，主要采用记叙体，即用简洁流畅的白话文和语体文，以及专业术语记叙供销社的

发展。

社志字体：一律以《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排除了繁体，异体和停用的《第三批
●

简化字》。

‘社志中数据：为便于通读，凡数字行文用汉字小写，表格用阿拉伯数字填写，计量单位

度、量、衡以统计IZl径为准。金额计量单位，建国前按旧档案资料录，建国后一律折算新币

应用。

社志中地名：是根据1982年8月蓬溪县地名办公室编印的新地名的名称为准。

社志纪年：民国时期(或以前)，通用农历，建国后通用公历。为便于农历、公历时间

的考证，社志中民国时期保留的农历时间，书写方式用汉字表示。建国后使用公历时间，甩

’河拉伯字表示。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十日(即农历以下同)。建国后t 951年9月

1日(即公历以下同)。

社志断限时间：上限1936年(个别章节圜事而异上溯)，下限1985年“二。

《蓬溪县供销合作社志》编辑室



大事记年

1936年，中华民国蓬溪县政府遵照四川省政府关于举办合作事业的指令，，宣传组建合作

社，定为县政府中心工作。

1937年春，由四川省合作事业委员会派员来县设立合作指导办事处，负责筹办全县合作

事宜等，指导主任冯体越、筹备主任周治安。 ．

1938年，蓬溪县政府合作事业实施报告中说：推行合作社的困难是缺乏经营管理入才。

1939年，消费社一所，实有股金一千七百七十四元(法币)。

1940年，合作社的县级机关改为“县府合作指导室”，主任由省府委派。、

1 941年，6月2日成立县总工会供消合作社，主席陈万有。

1942年10月成立蓬溪县公教人员消费合作社，理事主任冯竹西。

1943年，国民政府发行“关金”券在县境内流通，以一元兑换二十元法币，钞票增多，

货币贬值。农村商业的豪绅富户，乘机买空卖空，物价猛涨。

1944年，各场镇商业竞选商会代表，．产生新同业公会及其职员。

1945年，蓬溪县棉花增产，j蓬溪推广站、评为全国优胜者，获政务院工作竞赛推广委员

会奖状，三区各乡镇和明(月)、常(乐)、天(福)、康(家)各获奖状一份。
1 946年，蓬溪植美棉扩大到二万七千亩。

1947年，蓬溪种棉十八万六千亩，产皮棉五万五千九百二十九担，是民国时期产棉最高年。

1948年，蓬溪县推广美棉，被评为全省优胜单位。县府决定蓬莱镇、石板滩(今象山)

调美棉良种五百担到县推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成立，12月10日，蓬溪县城解放以后，民国时期的

“合作社"随同政权更迭解体。

1950年，平抑物价，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安定了人心。

195 1年9月1日，成立蓬溪县合作社联合社筹备委员会，主任王清连。

1952年，垒县以场镇组建了四十三个农村供销合作社，赤城、蓬莱两镇各建消费合作社

一个。 、

1953年，开展整社和民主并社，改革以场镇建社为以区建社，成立十三个区供销社，辖

‘三十个分销店。 ．

1954年，蓬溪皋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从上到下设单独的经营管理系统，担负城乡市场的
领导和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初，县供销社在安排小商小贩经营的同时，开始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垒县城乡集镇的座商、行商、摊贩、服务业、饮食业，手

工业组成各类型的公私合营和合作社、店、组。

1957年，7月的整风反右运动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县委把供销社系统错定为“右派集

团"而遭灾。 、

1958年，5月30日第一次将县供销社、商业局、服务局合并成立蓬溪县商业局，3Yi 22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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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分销店火药爆炸，酿成重大火灾事故。 ．

1959年，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影Ⅱ向下，乱跑市场，光供销系统造成“三清"商’

品损失一百四十七万元。 ’
、

1960年3月，实行“两参一改”，不仅改善了企业经营管理，更重要密切了供销社同群

众之间的关系；‘‘10月10日隆盛区供销社硝酸铵燃烧，引起重大中毒事故。

1961年，先后在明月搞以区建立供销社办事处，以乡建立供销社试点，后因亏损面大而

停止执行。

1962年7月1日，将县供销社与商业局分开，、第-次恢复县供销社。

1963年，蓬溪“青苹"在香港市场被誉为“一一支独秀”；1月9日，河边区供销社布票

被盗，震动全川。

1964年，为实现革命化，县供销社在蓬莱、大石供销社蹲点，坚持“四同”，取得经

验，指导全面，当年购、销、利指标比同期分别上升36．49I．％、9．09％、32．32％。

1965年，开展三改(改运输路线、改运输工具、：改进货地点)、四定(定品种、定数

量、定流向、定费阳)，四就直拨活动，提高了经济效益。

1966年3月1日，第二次将县供销社与商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为“大商业"，成

立蓬溪县商业局。5月， “文化大革命”刮起了横扫“四旧”运动风，把商店招牌、对联，

商品上有龙凤花纹、奇花异草等图案一概斥为“封、资：修"的黑货，统统都在“横扫”之

列，全县供销社系统住的古庙雕刻工艺等被损坏外事仅商品清理损失达八万七千多元。

1967年1月，受上海刮起全面夺权的“一月革命风暴"的逆流影响，供销社职工分裂成、

两派，县区供销社的领导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党组织生活被停止，领导班子陷于瘫

痪。
’

1968年，全县供销社系统希：：总，全年亏损一百一十八万五千五百元，是三十四年中出现

唯一--·“亏损年度”。

1969年3月，由工人、贫下中农组成的“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迸驻县

供销社(商业局)和蓬南、河边等七个基层社，他们搞资产阶级派性，排斥不同意见的干泓

和群众，给供销社造成严重损失。

1970年，商业局革命领导小组中的个别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左倾错误论点，在

供销社系统开展“一打三反”、清“．-i老会”、“5·16"分子，部分职工受到残酷。卜争和迫

害，成为全县自寸“重灾区”。

1971年，商业厨革命领导小组在供销社系统搞“清队"、 “⋯批双清”，赶“黑五类”等

运动，无辜清洗、开除，判刑、管制、戴帽子等职工八十九人，清洗除合营合作店职工。一百

八十五人，造成r严重的冤假错案。

1972年，县供销社指定土产公司在荷叶乡蹲点开荒种茶成功，填补了蓬溪不产茶f，j空

自。 ，

1973年供销社系统开展农具“三自”，建立农具修配服务站，推广以竹、以石代术，生

产备类农具二十四万件，受到绵阳地区专署嘉奖。 ·

1974年2月， “批林批孔”运动中，在供销社系统批“业务第一”、“资本主义经营”。

“利润挂帅”等，搞乱了经营思想作风，造成了企业的严重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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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蓬莱供销社同县土产公司在寸塘口乡豪子口村五社发动社员试种楠竹十亩成

功，结束了蓬溪不产楠竹的历史。

1976年1月1日县供销社与国营商业分开，第二次恢复县供销社，在全县开展整治仓储

工作，取得优异成绩，受到地、省、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表彰。

1977年，全县供销系统掀起学大庆、学大寨高潮，至1979年停止。

1978年妻5口轧花打包厂在技术改革中，有十六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国家先进水平，1月

和7月分别出席省委．中央召开的“双学"会议，获国务院、省委授予“大庆大寨式企业”

称号；县供销社获省委、省府“双学”先进单位称号。任隆供销社营业员4月28日错发农

药，造成水稻死亡的大事故。

1979年四川省供销社授予蓬溪县供销社“仓储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锦旗一面。

1980年完善“四定”到店， “六定”到人的企业管理制度，减少了亏损面，店店有盈

余。

t981年4月6日，玉峰区供销社仓库硝酸铵失火，

洪灾，供销社系统损失财产三十九万元。

1982年，县供销社系统全面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

一半给税务局所有。

中毒死亡三人；7月13日，发生重大

9月23日，县社某领导将兰球场割让

1983年，将供销社从政府中退出来，改全民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

月蓬南区供销社故意与走私犯签订非法合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1984年，蓬溪县棉花亩产一百六十五斤，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

七万九千七百三十三担。

恢复了“三性”；7

供销社收购皮棉达十

1985．年度，蓬溪县供销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授予“四无仓库先进单位”锦旗一随

和省供销社授予“1985年度工业生产发展先进县社’，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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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超：张鸿恩彭哲乾廖福悠

后排左起：酣德怀巩海清钟云集陈学亮巫安成温良椿

“蓬溪县供销合作社志》领导小组

组长：张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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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蓬溪县供销社旧址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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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2月国合分工留影，前排主要领导白左第五人起：黄天佑、熊义福

唐作兴、贺子云、张志恩、何运清、徐友巾

蓬溪县供销合作社机关办岔大楼

(含农资、日杂废旧、土畜产、果品、贸易、建筑建材和劳动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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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供销社

娈B口果品站 蓬南供销社新兴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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