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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彦幸
一九五0年的春天，当历史刚刚翻开全新-页的时候，在欢庆

土地改革的锣鼓鞭炮声中，龙门山南，伊水之滨，一个专为农民服

务的机构一一伊川县供销合作社诞生了。接着，就象雨后春笋

般，它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县的乡乡镇镇，它的社员来自社会的方方

面面。

伊川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曲曲折折的道

路。这条路上，留下了开拓者披荆斩棘的艰难，留下了创业者辛勤

耕耘的收获，留下了弄潮者踏波踩浪的快慰，留下了探索者变革失

败的呻吟......然而，由于历届领导坚持了为农业服务的宗旨和为

农民办社的方向，把供销社植根于农村这方沃土，所以，老一辈开

创的这项事业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爬出低谷，走向辉煌。

几十年来，伊川县供销社与农业风雨同舟，兴衰与共;和农民

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它体现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实现了

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综合服务的宗旨，成了加强党和政府与农

民密切联系的纽带。春耕大忙，他们翻山越岭，送去了农民企盼已

久的优质化肥，带去了供销社人一颗火热的心 z 夏日炎炎，他们涉

水趟河，送去了保苗促长的特效农药，捎去了供销社人一份真挚的

情 p 十月金秋，他们腾仓挪库，筹集资金，购回了雪白的棉花，金黄

的烟叶，使农民腰里有钱，笑逐颜开;腊月隆冬，他们踏冰踩雪，走

村串户，送上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使农民购货方便，赞不绝口。水

利工地上，留下了供销社人深深的足迹;果园竹林里，洒下了供销

社人辛勤的汗水;农家炕头，荡漾着供销社人温馨的笑容;社办工

厂里，传颂着供销社人支农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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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年的风雨洗礼，几代人的惨淡经营，伊川县供销社已成

为一个体系庞大，实力雄厚，拥有 10342 万元资产，二千多名职工，

三十多个基层单位和各种先进的运输通讯设备的大企业.它的网

点覆盖了全县的村村寨寨，它的业务辐射至祖国的大江南北.贸易

大厦巍然耸立，给县城增添了光彩，给企业带来了效益，给庄稼人

开阔了眼界，给城乡居民提供了便利.氮肥厂机器轰鸣，马达欢唱，

走出了贸、工、农一体化的新路，实现了产、供、销一条龙的格局.产

品畅销河洛，走俏豫东，为伊川赢得了声誉，给企业充满了活力.鸣

泉社以科技作先导，以优质服务为后盾，经济效益不断增加，企业

面貌焕然一新。吕店社学习先进经验，改革经营机制，加强内部管

理，推动良性循环，成了全县供销行业的后起之秀...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伊川县供销社搏击商海，取得

了巨大的令人振奋的成就.但遗憾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少反

映供销社艰苦创业的珍贵资料却一夭夭丢失，长期在供销战线工

作，被称之为宝贵财富的老职工也一年年减少，因此，抢救历史资

料，编篡《伊川县供销合作社志》就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伊川县供销合作社志》的出版发行，为研究供销企业文化奠

定了基础，为振奋供销企业精神做出了贡献，为制定短期计划、长

远目标提供了依据，为供销事业的繁荣昌盛、蒸蒸日上创造了条

件.它是社会各界了解供销社的窗口，是供销社沟通与外界联系的

桥梁，是青年职工难得的一本生动教材，是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

千秋大业。因此，我衷心希望供销系统的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好、

用好这部社志，使供销社优良的传统得以发扬，使供销社人高尚的

品质得 u光大，为供销社的兴旺发达、再度辉煌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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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伊川县位于河南省西部，属洛阳市辖县。县城距省会郑州 152

公里，距古都洛阳 30 公里，与闻名全国的关林集贸市场仅一山之

隔，又处篱县、荣}II 、技阳出山要冲，郑〈州〉卢〈氏〉、洛(阳〉卢(氏〉

两条公路在县城交叉而过，焦枝铁路、洛(阳〉界〈首〉公路由北向南

纵贯县境，交通便利，电力充足，发展商业、工业极为有利。清光绪

三十二年《篱县志》对鸣泉镇曾有"商贾辐辑、市摩嚣沸"的记载，可

见古代伊川商业之繁荣景象。民国时期，府店、白沙等市场较有名

气，但经商者多为个体，也有货郎肩挑货担穿街走巷叫卖者，经营

品种多为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生产资料则寥寥无几。

1939 年，共产党员张思贤、温子印等人在吕店发动富豪乡绅

集资入股，建立合作性质的杂货店，开伊川供销合作事业之先河。

1949 年，伊川县人民民主政府设合作科，后成立合作总社筹备委

员会，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宣传组建合作社的意义。各试点社坚持为

社员服务的方针，及时优惠给社员供应生产生活资料，从而树立了

合作社在群众中的威信，群众由动员入社变为自发捐款迫切要求

入社。据 1951 年 6 月统计，全县先后建成鸣拳、中溪、白沙、白元等

17 个农村供销社和 1 个机关消费社，有社员 17110 人，吸收股金

13131 元。后本着"方便群众，有利生产，符合核算"的精神，县总社

决定在全县较大中心自然村建立基层供销社分销处及农村代购代

销店。 1985 年，全县基层供销社发展到 15 个，分销处 55 个，农村

代购代销店 183 个，网点遍布城乡，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

80 年代，县供销合作社转换经营机制，积极探索，勇于改革，

先后实行"五定一奖"、"百元销售额提成工资"、"百元利润工资含

量"等经济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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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造性，取得了理想的经济效益.

90 年代，县供销总社以其庞大的体系，雄厚的实力，渗透至国

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坚持"为农服务，致富一方"原则的同时，县

供销合作总社制定了"以工补商、工贸并举"的发展战略，走出了一

条"贸工农一体化"、互为促进、互为补偿、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先

后成立农副产品公司，兴建贸易大厦、兴华楼宾馆、鲁沟煤矿等企

业. 1995 年，正式接管县化肥厂，同时组建伊川县化工企业集团也

供销社由初创时政府拨给的 5 万公斤小麦，十几名职工.发展到

1995 年拥有资产 10342 万元， 18 个公司、厂矿及 15 个基层供销

社，干部职工达 2105 人.从三尺柜台到现代化的贸易大厦，从"货

郎担"到城乡流动售货车，从半间草屋到高级宾馆，从名不见经传

的商店到闻名豫西的先进企业，几十年来，县供销社琅苦创业，成

绩辉煌.目前，县供销合作总社拥有四通打字机、摄象机等先进文

印宣传设备，并在洛阳市供销社系统中率先建成对讲机专用电台，

配备了传真机，实现了通讯工具现代化。

伊川是个农业大县，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是县供销社

的办社宗旨.建社初期，供销社派人到上海、天津等地采购部分生

活生产资料，以最优惠的价格供应社员。 50 年代中期，随着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的开展，生产规模的扩大，供销社开始供应解放式水

车、双轮双铮犁等农业生产资料，并通过示范、组织参观等形式，向

农民传授安装、使用技术。 60 年代，县供销部门重点供应小件农

具，同时派人赴新疆、内蒙古等地购回牛、马等 3972 头，满足了农

民对耕畜的需要。

伊川县供销社自成立至今，一直把为农业生产服务当作自己

的首要任务.科学的耕作技术及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方法，多数通

过供销社向农民传授。 50 年代初，供销社干部职工深入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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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民宣传使用化学肥料、农药等知识，采取"施肥算增产"的办

法，通过示范，对照比较，大多数农民对化学肥料、农药予以接受.

1954 年，县供销社供应化学肥料 1240 吨，农药 14 吨。 1995 年，全

县供应氮肥 43462 吨，磷肥 14181 吨，梆肥 45 吨，复合肥 12576

吨，各种农药 18 吨，农用薄膜 73 吨，多用收割机 10 余部，喷雾器、

打麦机及其官小件农机具 3000 余件，为实现农业科学化、现代化

做出了突出贡献.

农业的丰收，促进了农民生活的提高.供销社根据农民生活水

平及市场变化，及时组织适销对路的生活用品.建社初期，重点供

应煤油、火柴、食盐等农民必需生活资料，后开始供应手表、缝纫

机、电风扇等 o 60 年代，供销社利用节日、庙会，组织以工业品下乡

为主的物资交流会，到村庄流动设摊，满足群众需要o 1978 年，降

低上海、东风等名牌国产机械手表的销价，扩大了销售量 o 80 年代

中期，在全县范围内进行纯棉布、絮棉除销，供销社干部职工深入

农户，造册登记，全县除销 91013 户， 452840 人，总金额达 1350 万

元。 90 年代，供销部门采取上下结合，打入厂家，提高差率，以名优

特新和廉价取胜等措施，同全国 20 多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业务关

系，以物美价廉，优质服务占领伊川市场.同时，加大成衣、高档家

用电器等销售业务，不断满足群众需要。据 1995 年底统计，供销系

统全年销售布匹 7. 6 万米，电视机 1117 部，电风扇 391 台，洗衣机

307 台，电冰箱 182 台，自行车 2401 辆，收音机 1254 部，缝纫机

1121 台，为伊川县两个文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伊川县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清及民国时期，南衙锄、穆店镰、

康沟掠艳、西仓麻绳等产品经长期研制，工艺精良，但由于科学水

平低，没有形成规模生产。县供销社成立后，把扶持农副业生产、重

振民族工业雄风作为己任，多方筹措资金，兴建作坊，聘请能工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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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扩大生产规模，并实行包购或代销产品，使伊川手工业精品走

出县门，名扬豫西。据 1953 年 12 月份统计，县供销社先后在全县

组织油坊、铁匠炉、翻砂厂、木匠组、编苇队、粉坊等 300 余个，满足

了全县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增加了农民收入。 60 年代初，为帮助农

民战胜灾荒，供销社干部深入受灾严重社队，发动群众开展割山

草、刨药材、织苇席、制作加工小件农具等项目，从业者达 2. 5 万

人，供销社投放收购资金 98947 元，使群众渡过了难关。

建社初期，全县只有一个苹果园，年产量仅 2 万公斤。县供销

社根据伊川土壤、气候等特点，决定重点发展林果业生产，并把此

作为扶持农副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县社先后从外地购

回树苗，在试点村进行嫁接培育，取得经验后在全县推广。 60 年代

初，从湖南、洛宁引进毛竹、杂竹进行试点栽培。 70 年代，县社拿出

专项资金，从灵宝购买优质树苗，聘请技术人员帮助社队兴建苹果

园，举办苹果栽培技术培训班，并从资金、技术上给予重点扶持，使

伊川县掀起栽植苹果高潮。据统计，全县有 289 个大队建起了苹果

园，占大队总数的 83% ，果园面积达1. 3 万窗，其中百窗以上果园

30 个。 1977 年，新发展果树 6. 2 万棵，总数达 51 万棵，总产量达

204. 5 万公斤，是伊川县建国以来果树数量、苹果产量最多的一

年。伊川苹果的发展史，正是伊川供销社职工含辛茹苦的奋斗史。

农副产品的丰收，为供销部门大量收购提供了货源保证。建社

初期，重点收购农民手中多余的粮棉油烟等，品种不多，数量较少。

后本着满足国家需要、增加农民收入的原则，收购业务逐渐扩大，

由收购粮棉发展到果品、废品、药材、畜产品等。据 1970 年统计，供

销部门收购皮棉 28 1. 65 万公斤，烟叶 4.05 万公斤。在收购农副产

品时，供销社急农民所急，农民卖啥，供销社就收购啥，农民需要什

么，供销社就供应什么。或货币交换，或以物换物，或预付收购定金

等。同时，供销部门按国家规定实行奖售、超售加价等政策，让利于

农民。 1995 年，县供销部门按厂价向农民供应尿素、碳锻 15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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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农民让利达、 101 万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植棉的积极性.

四

建社初期，供销部门多租用民房或利用国家接收的店宇、祠堂

等作仓库，设备简阻，条件较差，且一仓多用。后随着业务的扩大，

县社投资兴建土木结构的仓库、仓棚 .1963 年，全系统建有仓库 27

个，建筑面积 5040 平方米，货场 21127 平方米，配备灭火机 339

部。 1995 年，全系统仓库面积达 47606 平方米，货场近 30000 平方

米，灭火机 925 部，分别是 1963 年的 9.45 倍、1. 42 倍和 2.73 倍;

伊川东西长 50 余公里，南北宽 35 公里。 50 年代，商品运输销

售全靠职工肩挑背背，"上山一担货，下山一担药"是供销社职工的

真实写照。 60 年代，县供销部门购买汽车 1 部，马车 8 辆，加快了

商品运输速度。 1995 年，全系统有轿车 5 部，吉普车 6 部，运货汽

车 9 部，从此告别了扁担，结束了马车拉货的历史。

伊川供销合作社十分重视饮食服务工作，千方百计为农民服

务。 70 年代，各基层社均在所在地建食堂、饭店，以味美价廉享誉

一方。后，部分社开展理发、照相等业务，均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90 年代，供销总社兴建兴华楼宾馆，以设施、服务一流

而闻名全县。

伊川供销合作总社自建社至今，先后制定股金、财务、安全、物

价、仓储、统计、运输等管理制度，并定期检查落实情况，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解决。 90 年代，县总社强化管理意识，提出了向管理要效

益的口号，制定奖罚措施，杜绝恶性事故发生，县社因此成为洛阳

市供销系统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五

伊川供销合作总社人才芸萃，英贤辈出。青年珠算能手王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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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县市比赛中连创佳绩。四十多年来，供销社系统先后有 20 余

人走上市县级领导岗位，成为县社职工的骄傲.截至 1995 年底，县

社系统有初级职称者 126 人，中级职称达 46 人。

伊川供销合作总社勇于开拓 ，敢为人先. 60 年代，狠抓扶持农

副业生产工作，成绩显著，洛阳地区供销社系统现场会曾在伊川召

开.90 年代，支农系列化服务，成就斐然，市委、市政府在此召开现

场会，推广伊川经验。珠算普及、比赛、鉴定工作的经验在《珠算

报》发表，伊川县供销社因此成为全国商业供销系统开展珠算工作

最活跃的先进典型。

综上所述，伊川供销合作总社职工素质高，思路清晰，方向明

确，业务开拓，管理严格，作风扎实，效益较好.目前，全系统干部职

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和"二代

会"精神指引下，正以饱满的热情，旺盛的斗志，惊人的毅力 ，冲天

的干劲，开拓前人未竟的事业，创造后世不朽之功勋，以服务农民

为宗旨，以发展生产为己任，经过 2000 多名干部职工的顽强拼搏，

伊川供销合作社必将'成为豫西供销社系统一颗璀斑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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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 社员代表大会

伊川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员代表大会是伊川县供销合作社

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由基层社、县社机关及入股的农民社员民

主选举产生，一般任期三年，亦可连选连任。

社员代表大会的职权是，通过修改本社章程 z 选举罢免理事

会、监事会成员 z 审查批准本社理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 F 审查

核定本社全年经营方针、计划和措施等。

社员代表大会由理事会主持召开，每届三年，每年召开一次，

如遇特殊情况可临时决定提前或延期召开。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

议及一切日常工作由常设机构理事会、监事会负责办理。

伊川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员代表大会，自 1954 年至 1983 . 

年共召开五次会议。

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于 1954 年 4 月在县城召开。会议审议通

过了《伊川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章程>>.成立了伊川县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及理事会、监事会，选举冀连柱为理事会主任，李春景任

监事会副主任。

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于 1956 年 4 月 13 日在县城召开，会期

三天。与会代表 138 名，其中女代表 28 名。大会听取了县社理事

会关于 1954 年以来的工作报告，通过了财务决算报告:改选了理

事、监事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伊川县供销合作社章程h 选举史

敏同志为理事会主任，县长范钦周兼任监事会主任;同时选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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