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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供销社干部。

左起。前排：李如森、

杨藩、扬光泽，李珍庭：

后排：杨焕、朱水治，董

文明、肖如珍．

2．市联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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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信托奁司收』

购野生食用J
苗一角。

3，鹰旧物资已

收公司收砂

门市部一角

2、主要农付产品经营

品种：左起。

前排：牛肝苗片、

牛肝茵、松茸、核

桃，核桃仁

中排：花豆．香苗，

未耳：

后排：白豆，盐渍牛

肝茵、盐清松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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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土地改革之后，消灭了封建地主剥削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农民

成了土地所有者，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并迫切要求建立自己

的商业组织。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党和政府从维护群众利益、减除中间剥削、培养农民互助合作习惯

出发，首先在城市建立消费合作社，在农村建立供销合作社，以解

决城乡生产资料严重缺乏和农副产品不能及时推销的问题，于是诞

生了原大理县、凤仪县、下关市供销合作社。后来，因行政区划的

几度变迁，三个县市的供销合作社也随之经过几次并合分家，最后

合并为大理市供销合作社。

党和政府对供销合作社的政策及具体领导总的是正确的，故供

销合作社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起来，成了今天这样可观的

规模。其中，也因政策的忽左忽右，致使供销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

受到了波折，几起几落-最明显的是几次忽视供销合作社集体所有

制性质，索性并归商业局，纯粹成了国营商业的一部份，从而影响

了供销社内部的民主管理和业务经营，使供销社不能很好地起到它

应起的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的作用。

供销合作社在发展壮大的三十多年中，曾为社员群众做了不少

有益的事业，积极扶持农村社队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农副产品采

购，保障社员群众农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供应，真正起到了桥

梁、纽带的作用。这当然是党和政府领导的结果，也与全体供销社

干部、职工的积极努力，任劳任怨，出主意想办法有着直接的关



系。

大理市供销合作社经过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历程，积累了不

少经验，也尝受过不少失误的教训。在这本志书中，都作了详细叙

述和反映。志书资料翔实，项目齐备，可作今后供销合作工作者参

考，也可作各企业部门的借鉴。但编者限于水平，且初次撰编志

书，难免有些粗疏的地方，这也在情理之中，可以为读者谅解l

‘

。

李一夫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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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1，《大理市供销合作社志》上限为一九五一年，断限在一九

八八年。个别章节有上溯和下伸之处。

2，志书内容包括大理商业经济的历史沿革和现代供销商业的

经济发展两大部份。按编年体编目，．按照事物发生、发展的先后和

主次地位排列。全书十二章四十一节，共计三十万字。

3，志书资料来源于原大理县、下关市供销社保存的档案资

料、市档案馆有关经济资料、老供销干部的口碑及社会调查。资料

分为阅档选材、宣碑选材：编写选材。选材基本做到：阅档“求全

不漏”，卷卷翻阅，件件过目，摘录主要资料，归类于纲目；口碑

与档案资料互相印证，择善而用；编写对摘录的资料“博观约取”，

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分析、鉴别，去伪存真，去

粗取精，认真取舍。书中所使用的资料已作核实考证，表册数据均

采用专业会计、统计人员整理汇总的资料及有关档案资料，为节约

篇幅，不再加注出处。 ．。一

4，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照片等七种形式编

写。 “志”为全书主体； “记”和“述”，按编年体方法，记述供

销合作事业的大事； “图”和“表”，形象地反映供销社工作的概

貌和成就； “录”，编选有价值的、有说服力的资料； “照片”，

真实地反映供销合作社的历史ji建筑设施的变化。图、表、照片三

种形式，作为充实文字的不足。
‘

5，结构，吸取旧志书体例之精华， “史”、 “志”结合，先

· l ·



纵后横，横排竖写。横排门类，竖写表述，经纬交织，以时为经，

以事为纬，贯通先后。蠢捌}层次为章、节、目三个层次，条目以下
又分层系码，具体分为一、二、三⋯⋯和l、2、3⋯⋯及①、

②、⑧⋯⋯不同条款记述。

6，章法，以记述事实为主，不夸张，述而不论，秉笔直书，

以资料反映规律，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7，本书用白话文记述体编写，力求做到用词严谨、准确，语

言朴实、流畅，通俗易懂，尽可能地反映供销社的自身特点和发展

规律。

8，资料采用“公元纪年”，个别用了“历史纪年”。每章、

节、目的首页，使用大写，阿拉伯数字“一九五一、一九五二⋯⋯”

字样，其中的年、月、日，使用小写“1 951,1 9 52⋯⋯’’字样，以

示醒目，区别时间界线。

9，所用地名、名称，以当时称谓名称为准，随时间、机构演

变更换名称。政权沿用通称。人物一律直书姓名，一般不加“同
J■"

J、过 ‘

1 o，书中使用的度。量、衡，历史上的帼计量照实记载，新计

量按全国通行的公制、市制规定使用，用汉字书写，其数使用大写

和小写数码。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前，使用旧币表数，已作注明。

以后，按新币制表数。

1 1，书中使用的文字标点符号、简化字，均以《新华字典》规

定为准。

12，志书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享有县、州、省、中商

部命名的先进单位，记录事迹。对其它先进太物，只记名，不记录

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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