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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县供销志

吴业敬(县联社理事会副主任)

张种田(县联社监事会副主任)

刘洪彬(县联社工会主席)

刘景元(原县社主任)

滕连俊(原县社主任)

朱正忠(原县社副主任)

领导小组； ：

组 长t吴业敬(县联社理事会副主任)

副组长-张种田(县联社监事会副主任)

刘洪彬(县联社工会主席)

成 员-崔 军(县联社理事会理事、办公室副主任)

刘训告(县联社办公室副主任)

主编。张传云

副主编；姜宏亮

赵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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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主耕今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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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莒南县供销社主任’刘景元题词 莒南县人大常委主任

崔振远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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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

编志领导小组与主要编志人女合影

后悱左起：

刘训告f领导小组成员)、张种田(副组长)、

吴业敬(组长)，刘洪彬(副组长)。

姜宏亮(副主编)、崔军(领导小组成员)、

张传云(主编)、赵科忠(副主编)。



莒南县供销合作杜联合社办公楼

莒南县供销社营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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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莒南县联社党组成女合影
左 起：阎家安(成员)、张种田(成员)、王言健(书记)、

关业敬(副书记)、卞维阶(成自)。

前排左起

后排左起l

县联社理事会合影

刘洪彬(理事)、阎家安(副主任)、王言健(主任、
吴业敬(副主任)、卞维阶(副主任J。’

“

王兴九(理事)、袁堂宝(理事)、隋象君(理事)、
宋家宽(理事)。



果品公司恒温库

石莲子供销合作社冷库、罐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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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唁使乞 丢学乙

我县合作事业发端于一九四。年，是滨海区最早刨建合作社之

县。一九四三年，莒南县为山东分局实验县之后，许多工作首先在

莒南开展。因此，在省、地、县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为发展革命

根据地经济，全县消费、纺织、生产、运销和综合性台f仁社迅速发

展。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军民供应，支援革命战争发挥了

重要作用。

新中国诞生后，经过民主整社并社，我县合作事业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广大供销工作者，紧紧围绕党在各个对期的中心任

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各个时期的经济政

策，积极疏通商品流通渠道，繁荣城乡市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并涌现出一批省级、华东

和全国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及劳动模范。但是，在经济工作中，

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曾一度使供销合作社受到挫折。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供销社体制改革工作的深入进行，全县供销

社恢复和加强了“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

活性"。供销社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使民办因素不断增强，

经营服务设施迅速增加，系列化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服务范围和

服务领域不断扩大，购销额稳步增长。一九八六年，全县供销系统



国内纯销售首次突破一亿大关，农副产品收购突破四千五百万元，

购销总额创历史最高水平，对支援“四化"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

我县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热情

关怀和支持；体现了广大’干部职工四十多年来，艰苦奋斗、勤勤恳

恳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回首过去，鉴往知来。为总结经验，吸取教

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县联社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编志领导

小组，组织了专门班子，编纂了《莒南县供销志》。经过编纂人员

的积极努力、辛勤工作以及审查人员和其他同志不辞劳苦，认真审

阅、修改补充，于一九八七年四月定稿。

此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

原则，不褒不贬，秉笔直书，使之成为一部既反映时代特点，又突

出本行业真貌的志书，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专业史料，也是一部很

好的教材，它对教育供销社干部职工，增长专业知识，增强热爱

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供销工作有着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温故而知新。通过《供销志》的出版，必将使全县供销社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从中受到教益，使老一辈合作社工作者创建的事业和

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激励和鼓舞大家团结一致，奋发向上、

继往开来，积极工作，努力开创供销工作的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一九八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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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县供销志》是根据地、县统一部署，按照专业志要求

编纂而成的，它全面记载了供销合作社的历史和现状，是我县供销

合作社第一部专业志书。为继往开来、教育后代，搞好当前工作，

总结经验教训，提供了历史借鉴。

整个志书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了历史r宝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做到了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夸

张、不贬低、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全书内容以业务性质分门别类，

设有章、节、目三级，各类目以时为经，17,事为纬，纵横结合，贯

通先后。在体裁上主要采用了志．．图，表，录，照片等六种形式，

其中以“志”为全书的主题； “表"反映了各种统计数字和不足立

传的人物； “图"标示了全县供销社网点的分布； “照片”直观而

形象地反映了供销系统的建筑风貌； “录，，摘录了抗日战争时期

《大众日报》有关典型合作社的报道以及正文中没有详叙的内容，

以作全书的志余和正文的补充资料； “记，，按编年的方法，记述了

本系统的大事。

全志书共分九章三十六节六十三目。时间断限：上限一九四。

年，下限一九八六年。在内容安排上，以建国后为主，建国前和

“文革’’以及“商社合并"期间从简。个别章节因人事所限，加之

“十年动乱"，原始资料残缺不全，许多史料无处查考，故很难做



到至臻完善。本志所用度、量和货币，按当时的计量单位和币值记

载。所用统计数字均摘自会统资料。

此《志》编辑出版工作，是在地、县主管部门和县联社直接领

导下进行的，并得到地、县档案局和本系统所属单位以及许多老领

导，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辑出版供销专业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

平有限，加之资料不够详实完备，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

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教。

《莒南县供销志》编辑室

一九八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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