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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编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倡导下，我国出现了“盛世修

志”的可喜局面。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史志委和地区供销社的具体指导下，县

社党委、县社理事会成立了社志编纂领导小组，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导。于1985年10月成立

社志办公室，抽出专人查找资料，1986年5月开始试写，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宣威

县供销合作社志》的编纂工作。

宣威县供销合作社是建国初期在国家扶持下，由农民入股集资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集体

所有制的合作商业，它的产生和发展，随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而发展。卅多年来，对勾通城

乡物资交流，巩固工农联盟，促进工、农业生产，特别是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引导农

民开辟致富门路起到了积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商品生产蓬勃发展，商品流通规模日趋扩大，我社在农

村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认真搞好体制改革，积极开拓

新的服务项目，充分发挥供销社在发展农村经济。繁荣城乡市场，起好勾通工农之间，城乡

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把供销社办成农村经济综合服务中心，努力开创

农村商业工作的新局面。

《宣威县供销合作社志》以翔实的资料记载了我社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这里面有各级

党委、政府的领导，关怀，支持，有老供销社领导、职工艰苦创业的业绩，有供销社和农民

的鱼水关系，有购、销、调，存各个环节的工作记载，有帮助农民发展农付业生产、增加经

济收入的历史资料，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在编写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详近略远，详独略同，实事求是，反映历史经验，体现客观事实"的原

则，采取语体文记叙体，将是非，功过、成败，褒贬等寓于事实之中，重点记录了1952年至

1985年34年中我县供销社的建立，发展和变化，突出供销社面向农村、扶持生产、服务生产

的特点。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修志编史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同

时，用供销社三十多年历史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给我们今天的工作以启迪，发扬成

绩，纠正错误，吸取经验，继承，发扬光荣传统，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地分析现实情

况，从实际出发，探索、研究我县农村商业工作在新形势下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扬长

避短地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发展规划和改革措施，对于发挥供销合作社在农村商品流通中的主

渠道作用，更好地支援工农业生产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并求得供销社自身的发展壮大，是

十分有益的。

由于我社建社历史较长，点多面广，工作量大，编纂时间又较紧，我们水平低，又无编

写志书的经验，加之历史的原因，很多资料遗失，无法查找，虽然在编纂中尽了最大努力，

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遗漏，错误、缺点再所难免，恳请指正。

邓金宏

1987年1月12日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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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宣威县供销合作社志资料来源，主要是县社机关档案室的历史档案，包括各个时期

的工作总结、报告、简报，上级的有关文件，会计统计报表，资料以及各基社，公司提供的

材料，为节省篇幅，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二、本志的体例。以篇章，节，目四级的形式出现，纲目以下分一，二、三⋯⋯等款项，

各款项之下又分1、2、3，⋯⋯等类目。全志共17章，60节、93个纲目，约25万字，各类

目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横相连，层次分明，不褒不贬，秉笔直书，按不同的业务性质，

分门别类的加以记述。

三、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采用志、记，图，表，录等体裁，志为全书的主体，记按编

年的方法，以类系史，图标示全县农村商业网点及地理位置，表编制了各种统计数字，会计

数字，照片反映了全县供销系统的工作实际及建筑幢景。

四、本志的年代，均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不加公元二字。

五、本志的断限时间，上限自1952年2月起，下限至1985年12月底止，个别章目有上溯

或下延的情况

六，本志所用地名以1981年县人民政府普查通知为准，人物称谓，一般不加职务和同志

等，一律直呼其名。

七、本志所用的度量衡单位，以公制为主，个别时间采用市制。

八，本志所用的货币，一律以新人民币计算，其数字使用阿拉伯数字，百分比一律用百

分符号表示。

～2一

宣威县供销合作社志编纂小组

198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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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供销社全体职工及公司负责人合影

县社领导(从左至右)邱光彩·邓金宏。邱光忠
5



6

编纂人员： (从左至右)

前排：牛建文·王定灿·包继森·单德益·宁荣功

后排：段连升·袁玉祥·陶忠党·高怀掌



审稿会议合影

审稿期间、县社新老领导回忆过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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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供销社办公楼

原县社驻地、

品收购门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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