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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书，乃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编纂新
志，是时代的使命，前人的重甏，世人义不容
辞。历史经验，犹如氏壁珠钰，千金难买，万金难

赎，可为无价之宝。根据中共长岭县委决定，我
们从一九八五年五月开始搜集资料，一九八七

年九月动笔编写《长岭县供销社志》，旨在了
前人所愿，供今人所鉴，及后入所惠，代代相

因。本志从发凡起例，到撰写成稿，时间虽然
仓促，但经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数易其稿，
即将付梓，甚为可庆。

我们编写这部供销社志，是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为基本观点；以写实记史，不加褒

贬为编写原则。它记载了我县从建立供销社以
来不同历史时期的概况，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长

岭县供销合作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全貌。
三十九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我县的供

销合作事业同全国一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
展时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集广大农
民志愿之资，供销合作社在长岭各地星罗棋布



地兴建起来，成为城乡经济交流的一条主渠
道，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坚持为广大
群众服务，积极开展购销业务活动，对促进工

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做
出了贡献。 ： 。， 、． ．

供销合作社在它三十九年的光。辉历程中，
经历了“欲渡黄河冰塞州，，欲过太行雪满山，，
的峥嵘岁月；．走过了从无刭有，从小至4大，艰

苦创业+，坎坷不平的漫长道路。但是，咤终于
冲破了重重阻力，象挺拔的青松翠柏，耸虚在
长岭的大地上。为繁荣城乡经济，发挥了桥梁
和纽带作用。，

温故而知新。根据前人“治国以志为鉴”
的至理名言，我们希望《长岭县供销社志．》的
问世，能为广大供销工作者提供“使后之从政
者以正镜旁鉴，循轨继辙，为兴革治理之准
则”。将我们用一条金线穿起来的颗颗珍珠，
奉献给大家，为经世致用，闻知者而足戒。，、剩

今世而惠后人。

英雄一代千秋业，敢说前贤愧后生。我们
殷切地期待，在供销战线工作的同志们，总结

经验，吸取教训一，团结一致，奋发向上，为振
兴供销大业开拓前进，用我们：勤劳的双手描绘
出绚丽多彩的宏伟蓝图。谱写出更加辉煌壮羽



的新篇章。

在编纂《长岭县供销社志》的过程中，我
们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有关同志的热

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由于编者水平有
限，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仁不吝赐
教。

祝嘏数语，是以为序。

长岭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

刘永会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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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长岭县位于吉林省西部，东邻农安县，南
靠双辽县和公主岭市，西与科尔沁左翼中旗毗
邻，北和通榆、前郭两县接壤。全县幅员辽
阔，东西长140公里，南北窳40多公里，面积
5．728平方公里。 长白公路自东南向西北经永
久、太平山等八个乡镇穿越县境，里程为1 60公

里，县内乡镇之间公路成网，四通八达。
全县共有5个镇，26个乡，249个村，1．672

个社，109．744户，509．687人。县境地形东南
高西北低，县城海拨1 9 0米，属于松辽平原，草

原辽阔，土地肥美。盛产玉米、大豆、葵花籽、蓖
麻等。是白城地区南部粮食、油料重点产区。
全县总播种面积276万亩， l 986年粮豆产量
508，460吨，油料产量达97，650吨。 农业总产
值3t，l 44万元。

解放以前由于交通不便，手工业落后，自
清光绪三十四年(1 908)建县以来一直停滞不
前。农业上，由于年年开垦土地，移住的居民
逐年增加，再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肥沃，产量较
高， 上市的农副产品显著增加， 商业随之兴



起。当时有许多较繁荣的集镇，例如长岭镇、
利发盛、北正镇、鲍家烧锅、张家烧锅、新安

镇、十合盛(现为太平山)等。这些地方的商
店、铺子多属私人经营，经营商品的品种也比

较齐全。买卖虽然不多，但旧时商人，大都尔
虞我诈，相互排挤，相互之间竞争激烈。在竟
争中，优胜劣汰，已形成历来经商的规绔。很
多商人，在长期的经商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

教训，可资后人借鉴。

大正六年，四洮铁路通车，商品的输入，

农副土特产品的输出更加方便。为经商者提供
、了更加便剩的条件。当时，长岭有烧锅酿造

所、油坊、农业株式会社、牧畜株式会社、粮

栈、制粉厂、杂货店、药种店、当铺、磨米厂、
醋及酱油制造所、素焉堂制造所、麦酒制造所、
染坊等工商业87户。

民国八年以后，长岭县的商业有了较大的

发展。据大正十五年的资料统计，长岭县的商

业有当铺、上下杂货铺、 粮栈、 药铺、 粮米
铺、肉铺、 糕点铺、 故衣铺、 觏鞯铺、理发

铺、照像馆、旅店、澡塘等160多户。
民国十一年至民国二十年，是长岭县商业

较为兴盛的时期。主要商号有：德增泰、福庆

源、永盛和、天成茂、福庆隆等都是在这十年



】司开设的。

清末民初，长岭县的商业属于自然经济的

范畴。集市的参与者，多系集市附近的农民，
他们用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副业产品在集市上
交易，换回生产、生活的必需品。集市上开设
的固定店铺多数是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分的
外来户。他们通过外地的商品输入，把本地区
的农副产品集中输出，从中获利。

民国时期的经商者多分布在长岭镇、北正
镇、新安镇等地，其中县城居多。长岭镇在交
通方面虽然没有铁路，但是商品的流通完全靠
公路运输，经商者往来频繁，县城市场繁荣。
其它集镇的经商者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地主和富
户兼营，他们资本雄厚，垄断市场，低价买，
高价卖，牟利聚敛，盘剥人民，使人民苦不堪
—王一

口0

那些资本有限的小商贩，以行商为业，经

常活动在各集市、街道、乡间，没有具体的经
营项目，依靠自己掌握的市场行情， 随时调

整，灵活经营，获取微利，养家糊口。
伪满时期长岭县的商业经历了停滞、倒闭

和逐渐恢复，又趋向萧条等不同的发展过程。
当时，长岭县市场上销售的商品，除农副产

品外，其它生产、生活必需品主要有棉布、食



盐、煤油等品种。这些品种大多数是由长春、
沈阳、四平等地输入，由于日伪骚扰，土匪横
行，交通阻塞，行旅艰难，再加之靠公路运

输，路程较远，交通不便，并且途中时有土匪
抢劫货物事件发生，造成商品运输费用较高，
城乡集市的日用工业品价格高，货源时断时
续，不能满足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正常需要。
随着时间的过度和局势的逐渐平稳，各集镇的
大小买卖及商号逐渐恢复营业，商品输入量仍
有所增加。

日军侵占时期，日伪曾假借“合作社”名

义，在康德八年成立了遍布城乡的“兴农合作

社”。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在东北三省各地区实行了对生产、分配、消费
等全面的物资配给制度。并相继成立了由日伪

垄断的统一配给机构，对所有的商品从收购、

销售、输出和输入按类分别加以统治。尤其是对
农副产品更是疯狂掠夺和全面垄断。对主要的

粮谷(高梁、谷子、苞米、水稻)特产物(大
豆、豆油、豆饼)等进行搜到，廉价收购粮食、
油料和废钢铁等物资。高价出售生活的必需

品，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地经济掠夺，广大农
民深受其害，人民大众恨之入骨。

伪满初期，市场物价虽有波动，但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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