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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荣

武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勤劳勇敢睿智的人民．高

举合作社的旗帜。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发展生

产。方便生活。支援革命战争，其功永垂青史。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土地改革胜利的欢呼声中，迎来了供销合

作社的诞生。她像襁褓中的婴儿，得到大地深深的关爱和良好的哺

育。迅速成长和壮大。她反哺了她的父母一人民．予大地以丰富
的养料，五秩余年．宵衣旰食。夙兴夜寐，扶助农民发展生产．脱

贫致富，进入和谐富裕的新时代。其功同样应勒石为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流通体制改革，政策调整．供销合

作社仍拼搏于改革激流中。溯流而上．奋发图存。然唯有时势造英

雄，曾几何时．英雄能造时势?供销社在这场逐鹿中顿失昔日风

骚，痛失农村商业主宰地位。毋庸置疑。部门利益须服从全局利

益，是为至理。

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县供销合作社适时进行企业产

权制度改革。进行生产要素重组，重新组建基层供销社和专业公

司。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丢掉包袱。轻装上阵，从此揭开了供销

合作社新的一页，在这张白纸上再绘最新最美的画图。

值<武宁县志>编纂之机．编写<武宁县供销合作社志>

(1991～2005年)．一方面．为<县志>编写提供史料，完成县委、

县政府赋予的任务；另方面，日月其除．世事沧桑。人事更迭，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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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史实过多湮没，进行适时的发掘与整理，编纂成书，达到。存

史、资治、育人”之目的。此其时也。

该<志>编纂经年．它虽不起眼，但因资料匮乏。却也煞费了

一番心血。终成此{：志>。《社志>成书之日。应同仁嘱托，谨具寥

寥数语。以为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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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系县供销社主任、党总支书记)



凡例

凡例

一、《武宁县供销合作社志》(1991-2005)(以下筒称本志)

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史实

为依据，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进行编纂。

二、突显供销合作杜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特点。本志编

写重点在农村，着重记述扶助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举措和业绩。

三、本志为《武宁县供销合作社志>的续编，取事断限年代为

1991～2005年。但为了与《武宁县供销合作社志>衔接与拾遗，

亦上溯至1991年前；个别事物为了完整叙述，下限亦有突破。．

四、本志采用方志体例，各编、章、节、目按供销合作社工作

性质和内容，以时为序，采用“横排门类，纵写史实”、“横不缺

项，竖不断线”的方法进行编写。

五、本志所用币翩为入民币。有注者扶注。

六、本志所用计量单位为法定计量单位。

七、遵循“生而不传”的通例，不为在世者立传，其确有功于

人民，概在有关章节中，以事系人略述之。

八、本志资料主要取自县供销合作柱文书档案及公司提供的资

料，当事人、知情者访谈及其当年札记和县有关部门所提供的资

料。为节省篇幅，均未注明出处。

九、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姓名、职务。不加褒贬之词。

十、凡未注明世纪的年代均为20世纪。

十一、本志采用纪述文体，以文字记述为主，附录各项经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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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裨解读正文。

十二、公司和基层社排列以时为序，按建立时序列之。

十三、本志所称“国合商业合并”是指1958年和1968年国营

商业(粮食)和供销合作社两次合并。

十四、凡称“以前”、“以后”，均包括本数在内。

十五、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县委、县政府赋予的一项中心工

作，因不属部门志范畴，但又须志其盛事，故列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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