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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江县供销台作社食堂

蒲江县供销合作社绿化区之一



蒲江县供销合作杜绿化区之二

蒲江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办公、宿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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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江县农副土产公司办公、门市、宿舍楼

藉江县果品公司办公、仃市，宿舍楼



蒲江县东北公社供请社仃市，宿合楼

蒲江县西南公社供销社办公、门市、宿舍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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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供销合作社自1951年成立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逐步发展，同国营商业一起成为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在农村商业中居于支

配地位，是联结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桥梁与纽带。三十年来，它经历了艰苦创

业，几经分合的过程，在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导下，对于促进工农业

生产的发展，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稳定市场，

稳定物价，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需要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过一些失误，

有着极其深刻的教洲。通过搜集、整理、研究，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按照历史的真

实面目，全面的，系统的把这些成绩、缺点、经验、教训总结出来，对于续承发扬我国

悠久、优良的编史修志传统’为编写县志提供资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

鉴和资料依据，为四化服务，为本系统对职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I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和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为此，我们遵照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于

1982年4月，成立了蒲江县供销合作志编纂领导小组，并组织了编修班子，经过两年时

间，基本上完成了全志的编纂工作。

全志共分十一章，三十五节，约十三万字，全面、简要、具体的记叙了蒲江县在民

国时期的合作事业和农村商业情况，以及从建国到1981年止，供销社在组织机构(包

括人事)、管理形式、党群团组织建设、业务经营、企业管理、职工培训和工资福利、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农村代购代销店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

在编志过程中，为了纂成一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性"统一的，能确

切反映我县供销社历史和现状全貌的供销合作志，我们按照广采博收，择善而从、详今

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走访了供销社老干部、老职工，以及各

方面的知情人员， 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工

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编纂入志。初稿写成后，又报送各有关单位广泛征求意

见，尽量使之翔实准确。但由于我们缺乏编志经验，写作水平低，思想认识不高，再加

以档案资料匮乏，因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和同志们予以指正。

谌德修

1984年5B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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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合作事业

第一节 蒲江县合作事业的创始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困民党政府为了巩固其政权，企图达到长期统治中国

人民的目的，在第十五届园际合作节宣言中，打着“建设国民经济”的旗帜，提出“振

兴农业’’是先决前提，“建设国民经济，必先繁荣农村"。农村合作是繁荣农村的中心

动力．建设国民经济的津梁。合作社负有复兴农村，解决整个国民经济问题的使命．同

年，列JII省政府将农村合作事业，列为当时急需办理之要政，并制定了“四川省各县农

村合作促进会组织通则’’，

村合作委列龋一雅行合型
———兰7—＼。．． 训令各县政府遵照执行。匿垦三±查堡!!!墨1 2 1酉m蜜农

耍L派主任堂导员袁炎宗等三人来蒲江县主持刨办合作事

第二节 县政府农村合作指导室

县政府农村合作指导室是掌管全县合作行政及指导事宜。内设主任1人，指导员

8—5人，均由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委派，薪俸由省款补助费项下，按月由省处汇县转

发，生活补助费及员役薪饷等，则由县府依照县行政人员规定发给。此外·办公费亦由

县府交给。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前，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为推行合作组织，派主任指导员

袁炎宗，指导员蒋照煦、冯世规等三人到蒲江主持刨办合作事业，经过数月筹备，在县

政府内设立了农村合作指导室。

民国二十七年(1938)五月三十一日，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孤令全省各县政府，按照

处理合作事务暂行规则第二十条规定，县长应予每月终召集合作事业讨论会一次。同年

七月十二日，四川省政府派省合作事业管理处督察主任伍玉章前来蒲江视察合作事业现

状。据同年六月蒲江县政府农村合作指导室造册的人员有。袁炎宗，李文良，陈玉均、

蒋照煦、胡云章。

民国二十八年(1939)，本县合作事业推动，系按二十八年度工作纲领逐步实施·

就本县现有工作人员，将全县划分四区，每区派指导员一人负责办理。主任指导员袁炎

宗，除处理公文外，兼办城区霖雨．梁河．玉龙寺等场。助理指导贸李文良负责鳆蠓．



复兴，高桥，敦厚等场，助理指导员蒋照煦负责中兴、青龙、寿安、高河、松华．公议

等场，助理指导员陈玉均负责第三行政区各场。均为常年驻乡，每月回城参加工作讨

论。 一
．

同年四月，李文良及陈玉均先后调其他县，合委会复派冯世烧来蒲工作。

民国二十九年(1940)七月十八日，省合作事业管理处电蒲江县政府，将滞江合作

室代理主任袁炎宗与名山合作室代理主任向静全对调。

据同年八月卸任者袁炎宗移交给接仟者向静全的农村合作指导职员花名册中，有二

级指导员蒋照煦、三级指导员冯世娓、见习员陈纯卿，事务员王元良。移交合作社一览

表中，甭畴演镇区联社(二十九年一月开始)、城厢区联社(二十九年三月开始)。

民国三十年《1941)二月二十八日，省合作事业管理处调前江油县见习员张世骥为

蒲江县合作指导室指导员(薪额支五十元)。同年五月十二日，省合管处派调平武县合

作指导员李季常前来蒲江工作(薪额支七十元)。同年五月，省合管处将向静全调往罗

捱工作，同时调崇宁主任任鹤龄前来接充。同年七月十二日，省合管处派唐永桂代理蒲

江县合作指导室指导员(月薪额支六十元)。同年八月二十一日，省合管处调陈凯代理

蒲汪县合作室指导员(月薪额支七十元)。

“民国三十二年(1943)五月，蒲江实施新县制，原有合作社与新规不合，从五月九

日至十一月二日，改组解散8 7社(其中桐油生产运销合作社1个，稻麦生产合作社6

个，信用合作社8 o个)。同年十二月二日，成立保证责任蒲江县霖雨乡第七保合作

社。据同年四月造册的合作人员调查表有：指导员陈凯(调渝受训)、指导员陈纯卿、

见习员熊玉之、见习员汤治泉。 ． 一

民国三十三年(1944)，本县各级合作社照新县制规定，已不适用，应分别改组为乡

镇合作社及保合作社。因此，县府曾训令各乡镇公所：1、乡镇合作社，以乡镇公所所在

地各保组设乡镇合作社。2，保合作社，以各保单独成立，或与邻保联合成立，所有业

务区域，一律照行政区域办理。加入乡镇社各保，不再设保合作社。8、各乡镇甄设立

之信用合作社，应迅饬改组或解散后，即成立乡镇保合作社o 4、各乡镇合作社理事主

席人选问题，应商洽合作指导员同意选充之。5、各级合作社社员，应具备家长资格始

得充任之。同时’，派指导员陈纯卿、罗征吉、李家文分别到第一，=、三区驻乡指挥。

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月，专署训令县府设指导员二人，同年十一月二1六日，

县府电省府核备。据县府合作指导人员调查表记载，指导员有白德金、汤治泉。

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月十日，县府委征马铄为代理主任指导员。同年六月二

防，县府委任张泽民为指导员。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查本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多数不健

全，以至业务无法推动，县府派指导员扬治泉前往西南，西崃、寿安、霖雨，高河等乡

镇各级合作社督导。同年十一月三日，省府训令蒲江县政府，免去汤治泉合作指导员职

务，遗缺派李元金以合作指导员试用，月支薪六十元，满一年后，由县府考核成绩，呈
请核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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