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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台{宝刖 百

“南郑县供销合作社志"含十二章、二十六节，约 万字，

编篡体栽采取图、表、照片、记、述、录、语体文记敏。简述了西

欧合作运动的兴趣，传入我国的发展梗概和建国前南郑县国民政府

组建合作社的指导机构，业务活动情况；并着重对建国后到一九八

五年止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机构、管理形式、党’荤建设，业务经营、

企业管理、职工荆Ii工资福利，农林代购代销的变化，以及市场
的分布，安排和集市贸易进行了记述；同时也记载了有关供销商业

活动的较闻趣事，传说琐记、生意经、行业对联、诗、词、歌谣。

三十多年来南郑县供销合作社，经过了一个白手起家、艰苦

创业，几分几合，曲折前进的发展过程。她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逐步成为我县社会主义商业的一支主要力量，网点遏布全县各个农

村。无论在支援工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促进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稳定市场物价，安排农村人民经济生活等各

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但也发生过不少失误，有极其深刻地教训。通过搜集、整理、

研究，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地科学地把



供销系统舸成绩、缺点、经验、教训简明记述下来，对于当前搞好社

会生义现代化建设，开拓未来，无疑是可以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达也是历史和现实赋予的一项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和刻不容缓地

紧迫任务。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南郑县供销合作社在县志办公室的指导下，

赧据县意编纂要求，成立了由县社主任候兴和任组长，人秘股长吴

‘冢杰任副组长的《南郑县供销合作社意》编纂领导小组，并从本系

统抽调三人着手编纂工作。在编纂中，为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我们：本着“广采、博收，详今略古，洼重实用"的原

测。：查阅了各种有关档案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甜去粗取精，去伪存

漠刀；的研究工作。初稿写成后，分别送有关单位和基层社征求j意

见。j根据征求的意见，我们作了修改和补充，充实了内容。-由于我

们‘知识肤浅，没有编意经验，加之我县供销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搞

试点，’并与国营商业分分合合，资料缺，难度大。特别是十年浩劫

不少资料失散，给编志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尽管在编忘中做了大

一量工作，但错漏之处难免。为使史料臻于逐步完善，有所作用，：敬

’希读者批评指导。

南郑县供销合作社志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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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j，南郝县位于陕西省汉中地区南部，东连城固、西乡县；南靠巴山与四川南江、通

豇，．旺苍县撬壤；西邻宁强、勉县；北以汉汪与汉中市隔江相望。东西宽83公里-南北

!酶79公凰，：金县总面积2815，5平方公里。有人口五十余万。县内有平川、丘陵、山区三

种地形，i属减亚热带气候，四季温暖，±地肥沃，阳光充沛，山青山秀，除主产水稻，
奎衰、?玉米等粮食作物租油菜外，盛产农付土特产品和有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的资
源．

民国时期a的南郑县合作事业是在陕西省农业合作委员会来县宣传指令兴办．县级设

．合作指导蜜，农村中建乡(镇)，，保、甲合作社，由于社务日趋没落，随政权废除而消
逝。

藏国后，南郑县供销合作社于一九五二年七月成立，迄一九八五年底，随国民经济
’霸僵发展，‘有以下变革： ．

一、机构：变化：①一九五八年七月供销社与国营商业局第一次合并；④一九六二年
。：元月南郑县人民委员会根据_申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指示，供销社与商业

．局分开；④一九六九年供销牡与商业局二次合并；④一九七五年供销社与商业局第二次
：分开．

二，：性质：一九五七年以前，初建时是由劳动人民自愿集股组织起来的群众性经济

组织“其宗旨，一是减除审间剥削，保护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二是通过购销业务．割
j断披参资本主义联系，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到一九五四妹国家为了加强对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决定由供销型担负“城乡市场的领导，公

；。秘经营}色氡的掌握，农副产品的收购和私商改造”的任务。称为集体所有制。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李先念、陈子华的报告中明确“基层供销合作

社及其以上的各级供销社，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

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商业工作决定”中又将供销社改为集体所有

制。但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和恢复供销社的决定中又明确指示“各级供销社的商

j品，’，资金。基建、劳动工资都纳入国家计划”， “各级供销社职工在政治待遇和福利待

遇上，应当与国家机关相同”。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国务院再一次明确“各级供销社的财

产，除股金外，均为国家财产”。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国务院发出召开全国城乡财贸“双学”会议，通知中正式宣布供

销合作社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所有制商业”。

一九八二年一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记要”指出：农村供销合作社是



城乡经济交流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促进农村经济联合的扭带．要恢复和加强供销合作

袖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使它在组织农村经济生活中发

挥更太的作用。基层社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在自愿原则下扩大农民入股，经营利润按股

金和交售农副产品数量分红，实行民主管理，把供销社的经营同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

来，县社改为基层社的联合体，县、，基社都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向国家缴纳所得

税的制度，改革后供销社原有国家职工的一切待遇不变。但仍为集体所有制．

三、发展：

‘1．网点：一九五三年全系统有基层供销合作社九个，分销店十三个，门，市部十二

个．一九六二年较一九五三年全系统有基层供销合作祖增一点二倍；分销店增一点一五

倍，门市部增十四倍；县级公司一令；批发部三个。一九八五年全系统有基层供销合作社

九个，较一九六二年降18．17％；分销店增三点九倍，较一九五三年增四点五倍{门市

部二百五十四个，较一九六二年增一点六倍，较一九五三年增二十一点二倍；批发部九

个较一九六二年增三倍；县级公司三个，较一九六二年增三倍。 t

’

2．购销：一九五三年全系统购销总额七十八万元；一九六二年购销总额一千一百四

十九万元，较一九五三年增十四点七倍；一九八五年购销总额六千八百七十万元较一九

六二年增六倍，较一九五三年增八十八倍。 一

3．资金：南郑县供销合作社资金来源主要是：①银行贷款；⑦社员股金。③国家流

动资金。④固定资产。一九五六年全系统贷款八十万元；一九六二年贷款二百一十四万

元，较一九五六年增二点七倍；一九八五铱贷款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元，较一九五六年增

二十倍，较一九六二年增七点五倍。一九五六年全系统有社员股金八万三千元，一九六

二年有十七万元．较一九五六年增二倍；一九八五年有股金六十四万元，较一九六二年

增三点八倍，较一九五六年增七点七倍。一九五六年全系统。有流动资金六十五万二千

元；一九六二年流动资金八十一万八千元；一九八五年流动资金二百四十九万七千元，

较一九五六年增三点八三倍；较一九六二年增三点一倍。一九五六年全系统有固定资产

八万三千元；一九六二年一百二十一万元；一九八五年四百八十七万二千元，较_九五

六年增五点八倍，较一九六二年增四点零三倍。 ．
·

四、人员：南郑县供销合作社一九五六年有干部职工四百七十五人，工资十七万四

千元，一九六二年有三百九十一人，较一欠五六年降82．32％，工资十五万五千元，较

一九五六年降89．08％；一九八五年有一千二百七十六人，较一九六二年增三点三倍一．，

较一九五六年增二点七倍，工资九十九万二千元，较一九六二年增六点四倍，较一九五

六年增五点七倍．

供销社组建三十多年来，对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满足工农生产和人民生活方面都发

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农村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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