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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宁县供销合作总社

社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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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童维凡

副组长：孙以位

成 员：张柳邦 周 雄 李维忠

薜维才 张继成 袁仕裕

周志德 王友亮 李育飞
，

_

主审：孙以位

审稿人员：陆法章 陈德涛

．特约审稿：孙开乾徐为锋

编纂小组成员

负责人：李育飞
●

顾 问：朱振华

‘主． 编：刘．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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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副部长季龙同志题词

心鲒◆够更好黪．敖
．飞旦牟瓣瞒鄂争凌走递

轻

．勿巾叭B：专，

4．．．。¨J{^袋厶Jj气k．摹，‰；．《}，冀o



序

《阜宁县供销合作社志》经过编志办全体同志的共同努
。

， j

力，历经三个春秋，数易其稿，终于付印出书。这是供销系
．}

}r

统的一件喜事，值得庆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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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供销合作事业兴起于30年代初期，迄今已逾50
‘

年，经历了一个起伏跌宕的曲折发展过程。建国40多年
，

、’ ‘

来，国营、合作商业分分合合，几经变迁。供销合作事业克
●

。 ⋯

服许多艰难困苦，不断发展壮大，显示了她的强大生命力。

“供销合作社志"将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记载下求．使全系统

的广大干部职工牢记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史，深刻认识兴

衰起伏的变化规律，做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教育今人，启

发后人，使供销合作事业不断前进。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

“社志”对干部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

主义教育，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几年来，编志办同志在县社党委的领导下，在市社社志

办公室、县志办公室的直接指导下，竭尽全力、不辞劳苦、『广

征博采、考证核实，在搜集150多万文字资料的基础上，编

2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写成这部二十余万字的志书实属不易。在收集资料时，编

志办的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对历史资料进行认真核实，保证了资料的准确性。在编写

中，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新观

点、新方法、新材料较系统地记载了本县供销合作事业发展
，

，j ，‘：

变化、兴衰起伏全过程的同时，贯彻求实存真的原则，记述

了成绩与经验，也记述了失误与教训。
” 十

j 供销合作社志的编纂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各方人士

关心支持，特别是市社志办公室、县志办公室同志认真审阅

志稿，．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最后由孙开乾、徐为锋同志审
，

●”

定付印，轻工业部副部长季龙同志为本志题了词。值此表
‘

示谢意。 ，

．
～ 童维凡

199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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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把“立德、立

功、立言’’称为三不朽，可见对修志书的重视。·“盛世修

志"。编纂供销合作社志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益于当代惠及

后世的大事，它不仅有助于广大职工了解供销社的过去，还

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本县合作事业起步于30年代初期，但真正由群众自己

组织的合作社是在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不久发展起来的。40

多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供销社承担人民生活生产

资料供应和棉花、蚕茧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面向农村、

服务农民；进行副食品加工，组织工业品下乡；疏通渠道，大

力开展“三支三为"；发展农商联营，积极扩大经营范围，不

断开拓新的服务领域，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供销社从“官办"改为“民办”，恢复组

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把立足



点转移到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上来，使供销社成为联结工农

之间、城乡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阜宁县供销合作社志》是县供销合作社首部志书，它

较系统地记载了全县供销合作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是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统一，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口本志寓

“资治、存史、教化”为一体，必将成为本系统进行爱家乡、爱
●

。

集体、爱社会主义自我教育的极好的乡土教材，而受到广大

职工的欢迎。在这里；我谨向关心和帮助编纂的领导及本
●

志全体编纂人员表示感谢。
’。

7当然，由于跨越时间长，内容量大，事件众多，资料来源

复杂，缺点、错误、遗漏也是难免的，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在

阅读过程中批评指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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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记事上限1940年，下限1988年底。个别章节

上溯到事件的发端。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照片相结合的体例

结构，横排竖写，如实叙事。 ．·

三、本志设十一章，五十四节，九十六目。首立概述，大

事记，末缀附录。

四、本志资料，重点采用档案材料，叙事以原意为原

则。

五、本志计量单位均为公制计量单位。 ，

六、本志所记货币额，建国前仍用各个时期的旧币名

称；建国后所有人民币币值均按1955年国家发行的新人民

币计算。

七、本志纪年均以公元纪年。

，八、本志书中对阜宁县供销合作联社的称谓，一般在每

章、节之前先冠全称，尔后简称县社。 ‘，

九、1958年至1962年，1973年至1978年国营商业与

供销合作社合并期间内容除大事记记载外，其它章节不作

记载。

十、“建国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社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前排左起：张柳邦、孙以位、童维凡、郭长生、薛维才

后排左起：周志德、张继成、袁仕裕、周 雄、季维忠

参加“社志”评审的市社、县方志办、县总社领导

前排左起：季鸾章、孙开乾、许云宽、张志坚、颜悦林、张柳邦

后排左起：徐为锋、孙以位、童维凡、张继成、李维忠、刘 钊



汗审会

市社、县方志办、县总社领导在“社志”评审会上

供销系统部分离退休老同志对“社志”进行评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县总社部分同志对“社志”进行评审

县总社党委书记、社务委员会主任童维凡同志在评审会上讲话



县总社党委副书记孙以位同志在评审会上讲话

市总社编志办许云宽同志对“社志”进行评审



县方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主任孙开乾同志对“社志，，进行评审

县总社编志办公室主任李育飞同志在评审会上发言



县总社编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阜宁县供销合作总社办公楼



阜宁县阜宁轧花厂



阜宁县信托公司大华商场

阜宁县沟墩供销社沟墩商场

阜宁县日用杂品果品公司门市部、办公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