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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供销合作社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 ． 李家喜 ’．

一‘副组长。 ．蔡学礼 ：郭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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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供销合作社志》缡纂成书了。读后感到很好，很

挟用。 t
’

’
．

- 。

fL

‘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汇集玉溪市供销社历史资料，反映供

‘销合作社发晨规律，服务现实的一部好志书。 ．

“ 供销合作社是建国初期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起来的农民群

．众民主管理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新型商业组织。它的产生

和发展，适应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沟通城乡物

资交流、加强工农联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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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商品生产蓬勃发展，商品 。．

流通规模目趋扩大，玉溪市供销合作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所处。
^． 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如何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新形势。

．，+的需要，·必须借鉴历史经验，探讨农村商业工作的新路子，进一

步搞好供销合作社的经济管理和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供销合作

啦在发展农村经济、支持商品生产的积极作用，把供销社工作提 ．

高到■个新的水平．这就需要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 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r全面地了解和分析我市供销合作社发展

I，t韵历史和现状，掌握反映供销合作社全貌的翔实资料，科学地 ．

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地分析现实情况拟实际出发，探索本市农 “。

‘。村商业工作在新时期中f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出切合实际．

f。的发展规划和改革措施，开创农村商业工作新局面。因此，我 ’，

们迫切需要有一部反映全市供销合作社工作的资料书．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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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供销合作社志》编印成书了，正好满足了我们的这个
愿望。 。，

。

’

’

《玉溪市供销合作社志》是记载我市供销合作社的历史和

现状的一个部门专志，是我们社会主义新市志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修志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历史经验，是直接地为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

《玉溪市供销合作社志》，在玉溪市志办公室和《玉溪市

供销合作社志》编写组的秩极努力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详近略远，实事求是，反映历史经验，体现

客观规律”的编写原则，全两系统地记载了我市供销合作社建

社三十多年以来的发展和变革情况，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相统一的优点，是■部较有价值的志书。全书资料翔实，7

，内容丰富，记述全面，条理清楚，文字简明易懂，确实是一部

为四化建设限务的好志书·a ·

’

．．

‘

．

． 希望《玉溪市供销合作社志》内部发行后，能引起全市各

系统，’各行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重视，继续努力编纂好新市志

的各个专志。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战线和行业记载和研究玉

溪的历史，制定未来发展的宏佰蓝图，为实现党的全困代表大

会提出的新的奋斗目标作tit新的贡献。 ，√一。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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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国兴起了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在中共玉溪
’

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帮助下， 一

IP, 。。在，1《玉溪市供销合作社志》已定稿付印了。这是我社从建

社塔柬第一本系统总结历史的资料书，将对全社干部职工借鉴：

历史，研究规律，服务现实大有好处。、
。

．一。。

。供销社商业是人类历史上的新型商业，它与资本主义商业

有着根本的不同。供销社的经营目的是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

’发展，儇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 ，

。 活服务。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目的则是以“不道德的手段，达

。 到其不道德的目的"。
9

t， ··+j

‘ ’。
‘

供销社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再
，

生产原理为依据的。它是联接工业同农业、城市同农村、生产

．．。

“

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供销社商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中起着促进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活

、 ．的不断改善和提高，为社会主义积累资金，‘促进巩固工农联盟

-的作用。 、
·，

，

， 。．’

。
， 供销社的体制改革正在深入进行，这是农民的要求，也是供

．． 销社本身发展的需要。供销社商业是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

j 商业，它的任务是贯彻执行“促进发展商品生产、罩f导生产，

保障供给，繁荣经济”的方针。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
。

活服务，承担国家计划商品的购销，为农民提供生产前．生产

中、生产后的服务。扩大服务领域，把供销社办成产、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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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加工，贮藏，运输、技术等的综合服务中心。充分发挥供：“ ；
销社在农村商业中的主渠道作用． ．

。

．

’

供销社从建社那天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就． i

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革命精神，发挥靠一条扁担、_个7 {

背箩，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千方百计地扩大购销业务，为工一

农业生产艰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

， j
《玉溪市供销合作社志》编写组的同志们，为了全面 -j

地、系统地．真实地反映供销社自建社三十三年来的历史全。 {
貌，克服了资料不全．查核不易的困难，邀请了退休、离休和： 1

在职的老领导、老同志座谈指教帮助，在搜集核实资料中又进行 {

了多次的个别访问和座谈·核对丁全部有关的账册，’表报，使 {

资料基本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系统完整，翔实可靠．
“

。

编纂工作经过了拟定篇目，搜集、查核资料，编写修订一逐，

级审查等阶段。本志约九万字，并附图表、照片，基本上达到为玉 ．

溪市的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供销商业方面的翔实资料一

和借鉴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目的。 ．

． ．

j

编写新方志是一项新工作，加之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也． ，．．{

低，写作能力又差，错误和缺点是肯定难免，我们诚恳地欢迎

领导和同志们提出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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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一，． 一-述一．|．
f ．

r ，

．

．：玉溪市于唐南诏时始设州治，称温富州，元初改称新兴

州，明清沿称未变。民国初改称玉溪县。1983年9月9日经国

务院批准，撤销玉溪县，设立玉溪市。．本志所叙，始予玉溪县

供销社建立之时，下限断：：f1984年。建国前的消费合作事业。

不在记述之内，故定名为《玉溪市供销合作社志》．7’“’、

玉溪市位于滇中，为玉溪地委，行署所在地。有着优越的

自然条件，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基础较好，商品经

济较为发达，明清以来商业贸易兴盛，被称为搿滇中货物集散之

中枢一，民国时期修筑通往昆明的公路d建国后随着工农业生 ．

产的发展，公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贸易往来更为频繁，市

埸日益繁荣。市内烤烟优质高产，有“云烟之．乡黟的美称。能’

工巧匠靠出，手工业较为发达，又有经商贩运的传统。州城是

昆明通滇南的重镇之一，市内北城、大营街，研和街等集镇皆

为传统集市，两天一街，邻县群众纷纷前来赶集，热闹非常。 -．

这些，’都是玉溪供销合作社商业得到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

1984年全市设九个区，一个区级办事处，七十四个乡(镇)。+各

区均设有基层供销社。
’

‘

‘

建国以来，农村经过土改等社会主义革命，商业贸易迅‘

速发展，玉溪县供销合作社就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

中诞生了。早在1951年4月，县委和政府就组织筹建供销社工

作组，配合农村土改工作队，在打倒地主阶级经济的基础上，

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爱国增产，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发动农民



入股集资办社，免除中间剥削。先后在郭井，冯井、桃源、莲

池、任井等十一个乡成立了十一个基层供销合作社和九个分销
． 社。1951年6月成立了玉溪县供销合作社筹备委员会，当时经

f’营的生产资料有油枯，，．籽种、小农具等八，九种。生活资料有

’大米、盐r糖，火柴，香烟，土布等七、八种。接着国家对供

销社拨给必耍的设备和资金，在税收、价格、贷款利息等方面

又给予优惠和照顾，这就使供销社商业稳固地占领了农村商业
’

阵地，不断扩大对社员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并积极大量收
。

“

购社员的农副土特产品，供销社成为一个新型的、为农民生产 ，．

生活服务的商业，扎根于广大的农村之中。当时对供销社经济

称之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供销 ；

社商业也不断地得到壮大，1953年供销社按行政区的建制， 。

成立了六个基层社，，各基层社分别召开了社员代表大

。会，民主选举了。理事会和监事会，负责供销社的行政业务领导

和监督检查工作。供销社根据社员群众的意见，不断增加日用

工业品的供应，扩大农副产品灼收购，1953绰底，日用工业品‘

一。由原有的七，八种增加到三百多种，收购的项目由粮食<包括1、7，

杂粮)，烤烟、油菜，淝猪，皮毛，废金属等增加到二十多种。’
。

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面各基层社对生产资料的供应特别重视，根，

据各地不同的规格要求进行生产，还特别为左手人打了左手镰

刀，到外地请来铁匠师傅每天挑着工具走村串寨帮农民修理
’

农具；就地组织地方货源生产竹，木农具，不误农

员。抗旱需要水车，供销社除就地加工外，还向外

应，1954年至1956年共供应水车2199犯社员反映
大白谷种，供销社即前往峨山小街调运了947万多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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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合作初期；社贾反映缺少耕牛，供销社l马54年至1957年共
。

。

调运了耕牛1’，024头，社员反映需要小猪，供销社组织人力去元

谋，呔姚等县采购，1954年弓51957年共调来小猪29，621头来供j
， 给。为了服务生产方便群众，侠销社的职工积极挑着货郎担走

’’

村串寨，农忙季节更是一天不少，出去一挑生产生活必需品·

I■’ 回来～挑农剐产品及废铟钦。：．t’社员群众非常关心供销社的货郎 -

I’ 担到村服务，’下雨送雨具，天热送凉水，天晚留吃饭，真是亲

，如一家。从1852年至1957年共收购烤烟2970．3万斤j 1954年至

【。 1957年收购了各种畜皮1045G；K，废杂钢78700公斤，废钢铁

I’ ·225吨等，这些原料支援了工业建设。为了发挥玉溪妇女织布

l
’

，的特长，帮助社员开展家庭副业，增加收入，县供销社与省花纱 ，．

1 ，。 布公司协商签定加i土布台向，由各基层社发纱给社员加工土

|一．．，布，从1952年到1955年全县布机发展到二万五千多张，共发棉
‘，| 纱240多万绶，收加工布1，51耋万多匹，社员收入加工费831万6千‘

‘．多元，按1955年全县共有41，4401户计算，平均每户年收入 、

50．22元，按布机计算，每张年收X．83．20：元。社员群众把供销

．社称呼为“我们的供销社黟。玉溪供销合作社从诞生开始．’便

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供销社的发展与农民社员的利益紧紧连

!。+在一起，通过购销业务，把城市的工业品销售在农村，把农村
‘‘

． 的农副土特产品，工业原料收往城市，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
一，一 农村，生产与消费联接起来，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劭 、

} 1955年底采购金额达633．6万元，销售金额达51 8．2万元，社
一 员发展到79，916人，股金发展到137，900带分销店网点增设

’

到75个·全县职工由60多人增加到241人。’
⋯

．

．， 1955年四季度，玉溪县供销社根据上级指示，抽调一

， ’批．t部参加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专署财委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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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工作组的统一领导下。按国营商业负责城市(州城)，供销社煲·

责农村(北城，大营街、研和街)的分工开展工作，首先在全县大
。

张旗鼓地开展党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宣传，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由商业户主动申请，采取先

承认，后改造的做法，接着进行清产核资与调整商业阿点的工
。 作。供销社负责的三个集镇(北城、大营街，研和街)对私改造

前共有土杂、百货，棉布，饮食、医药等九个行业，商业户

3毪1户，其中有座商94户，摊贩243户，过渡改造共279户，占，

原商业户的73．2％，组织公私合营商店15个，合作商店12个，合 ．I

作小组7个，专业代销店5个，从业人员共156人。整个工作 J
． 列1956年一季度末结束。从此，玉溪主要集镇上的商业贸易基 ‘一I

。

本上纳入供俏社系统，供销社成了农村商业贸易，特别是小城 J
镇中商业贸易的主要渠道。 ，·

，。
，．

‘

1958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玉溪供销社的i作
一

也和全国一样遭受过挫折，但还是取得一定的成绩。 “大跃
。

进"期问供销社除留下负责供应炼钢前线的给养后勤人员外，

全部上山投入“大炼钢铁”．，影响了开f1营业。曾学习外地．

， ，。铣进经验’’设无人售货台。后又不恰当地为扩大采购提出了
。生产什么，收购什么謦，，“生产多少，收购多少黟，甚致 ·

“买山买海打等错误口号。．1 9 6 1年以前农村四项欠款中i ．

． ’仅预付货款一项损失金额达930，793．88元。并予1 9 5 8年 ，．J

lo月，把供销社与商业局合并变为全民所有制，改变了供销社

的性质和管理体制'以公社建立基层中心商店，至1960年8月 ～

又按原来建制分开。 ，

从1960年lO月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

针后，玉溪县供销社纠正了“大跃进"中的一些不恰当的锻
，

‘ ■
。

， 4
、

、

·

，．
。

’

‘

一
．

i ，

J ． ．

。



，供镑社恢复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恢复民主办社的传统，

认社员的股金，并进行了实物分红。积极开展购销业务，扶

农村社队发展副业生产，在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随着生产．

发展，农村商业又出现新的兴旺局面．，‘·
。

’’’

；供销社=／=1966年11月又与商业局合并．’“文革期间一由于林：

、“四人帮一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玉溪供销合作系统同全国一、

也遭到很大的损失，主要是把人的思想搞乱，内伤严重，但由j

广大干部职工的抵制，虽然物资缺乏，仍然坚持开门营业，采：

，销售总额逐年仍有上升，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

”i正是广大干部职工抵制林彪，馏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成果。 i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中央决定转移全国工作重点，玉溪市供销社出现了前所未有
一

。

的新局面，恢复了“三性挣(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
’

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召开了两次社员代表大会，企业内部扩

‘大了经营自主权，实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划

小核算单位，进一步加强了民主管理企业，调动了企业，职工

的积极性，扩大购销渠道，经济效益明显上升。供销社的经营

范围和服务领域，随着改革的深入也逐步扩大。以19 7 9年至
． 1984年的六年和1967年至i978年十二年的年平均三项指标丑：较

一 来看，-后六年的年平均采购额比前十二年的增长102．3％，销

．售额增9Uii4．1％·利润增JJ日57．I％。1984年，服务网点比

．1955年的75个增加T74个(四个食品加工厂未含在内)，职工人

数1984年比1955年的241人增加439人。1984年采购金额比
’

1952年增长25．2倍，销售金额增长32．2倍，生产资料供应增长

183．4倍·生活资料销售增长21．7倍。1978年至1984年高挡商

舄收音机销售8，271台=．各种手表18，鹃7块，自行车17，115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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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机8，552部，电视机1，223台o ．

‘、

。

|
． 从1952年至1984年三十三年中，玉溪市供销社商业系统共 I
完成采购总额24924．17i元，销售总额36，11 0．2万元(箕

中批发428．9万元)，共支出扶持生产资金175，023元，共实。； 1

现利润24，128，961元，向国家缴纳营业税8，922，001元，上缴

利润及所得税共14，413，911元，至1984年，已拥有固定资产 ， ．

·，686，802：元，自流资金4，626，345元。全市八个基层供销社， ．．
’

六十：个购销店，经营门店达一百四十个，农村服务网点星罗

棋布，遗及皱乡各地。在经颤践中，形成了一支熟悉农村商 ，

。

业工作，热心为农民服务，积极扶持农村商品生产，富有管理
’

经验的干部职工队伍。 ‘．

一 ’“

一 _．玉溪市供销合作社除认真做好购销工作外，还把扶持农村+ ’，

7

社，队，农民发展商品性生产，当作自已一项十分重要的义不， ‘．

容辞的职责．建社三十三年来，坚持从玉溪实际出发，发挥当 ．

地优势，积极参与组织生产，帮助农民致富。从五十年代开

始，，便从饲养，种褴．加工等各方面帮助社、队开展副业生

产，并积极搞好技术培训工作。特别是党i勺十一厩三中全会以

来，为了搞活经济，扶持农村商品生产工作出现了可喜的局面。

从1979年至1984年六年中．供销社为扶持发展农村商品生产，’

垫付资金32，885．93元由山西省富平县购进奶山羊526支分给社 。

员私人饲养，由外地购进7，922元的良种长毛兔分给生产队和

社员饲养，由易门引进狄高鸭638支，广东深圳引进良种蛋

5，500个交赤马台山、高仓排山孵化饲养，供销社付款11，40&

． 元由外地购进良种苹果苗38022株分给后所、波衣，灵秀，
’’

大密罗等乡栽种，供销社投资22，101元自办食用菌埸，培育

菌种为种植食用菌的集体和个人服务I在省社科技处和地区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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