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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举国上下、政通人和，各条战线、欣欣向荣，可说是百

业俱兴。在这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麟游县供销合作社志》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它是一部新型专业志书，不仅为建设麟游社会主义供销商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也为后代留下一部历史遗产。

本志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

按照“志贵详备”的要求，查找档案，多方考证，历时三年，在县志办公室和上级领导的关注

与指导下，琢磨切磋，摒弃冗杂，反复研究，几易其稿，方才完成了今为后用惠及后人

的事业。

本志书上限于一九三四年，下断于一九八五年，采用了志、记、图、表、录、照片

等体，并以“事以类聚”的方法，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突出记述了我县供

销合作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作了实事求是记载，使之“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尽力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和谐与统一。编写过程中在挖掘史料上、力求勤慎，在记述

事实上务求细密，在文风上务求严谨朴实，从而体现出供销合作事业在我县经济建设

中，各个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

盛世修志，势在必行。当前我国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

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全体供销职工系统的了解本行业的发展史，对

加速本身文明建设、也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使之在农村交换领域中、奋起直

追、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更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

由于我们理论、政策水平低，编写能力差，又无章可循，历史资料不全，加之志书

涉及门类庞杂，不足之处是难免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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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观点而编写的一部新型专业志，全书共约十二万余字。

二、本志冈容包括建国前本县的农村商业及合作社组织概况，与建国后供销合作社

商业的建立与发展，以业务性质分门别类，横排纵写。

三、本志在编写中，本着不夸张，不贬低，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寓褒贬于记述之

中。

四、本志的结构，采用章、节、目三级出现，个别目以下分(一)、(二)、(三)和

一、二：、三、与①、②、③，等不同款项记述。全书分八章三十九节六十一目。

五、本志体裁采用：志、记、图、表、录、照片等六种形式。其中以志为全书的主

体， “记”授编年的方法，记述了本系统的大事。 “表”填补了各种统计数字和不足立

传的人物表等。 “图”标示了全县供销商业网点的分布及其座标位置。 “照片”直观而

形像的反映了供销社的概貌和建筑幢景。 “录”摘录了部分有价值的重要业务术语、文

件、经商经验及正文中的某些注释。

六、本志的断限时间：上限于一九三四年，下限于一九八五年底，个别章节，因事

而异的上溯。

七、本志文体，采用语文记述体，在文风上力争做到语言朴实、通俗易懂。文字及

标点以《新华字典》为准。行文以省志编委下达的通知进行处理。

八、本志资料，以建国后为主，多用公元纪年。建国前采用当时的历史纪年，后加

括号以注明公元纪年。

九、本志书所用地名，以当时的名称为准， “文化大革命”中虽有改动，但又改过

来了，所以也是现时地名，正文中耍Ⅱ有新名，即加注明。

十、本志的人物章节，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出席地(市)省以上先进人物

单位，列出名单。对出席县的先进单位列出名称，集体与个人，只统计出数字，填入表

中，未记名。
．

十一、本志编目，基卒按照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先后进行排列。 “概述”、“大事记”

排在正文以前，作为整个志书的轮廓。 “附录”排在最后，以作正文补充。图、照片附

在所反映的正文之后，使之一目了然。唯“概述”之前加述了麟游地理位置及概貌，目

的为帮读者全面了解。

十二、本志对各个时期的政权，一律沿用通称。对人物一律直书，一般不加职务或

同志之称。

十三、本志所用度量衡，均按建国后国家统一规定的度量衡为依据。翊市尺、市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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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在业务过程中，习惯以公制计算的，如“吨”、“米”，仍以公制为准．志书中

所用货币，建国前以当时货币为记载。建国后统按新人民币计算．

十四、本志资料来源，根据往会调查、口碑、旧志、档案、有关单位存卷、以档案存

卷为主，所有资料均已核实考证，为节省篇幅，文中不在注明出处。

十五、本志与本县商业局志，因体制几合几分，故在个别处有重复。

十六、建国后供销社担负农村集市贸易管理与领导，并负责对私营企业的改造和工

商管理，故对建国前后的农村工商业情况及集镇情况，作了记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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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麟游地处关中西北千山山脉东部，沟壑纵横，梁峁相交。建国前没有公路，行路称

谓羊肠小道，物资运输，全靠人背肩挑畜驮，如遇天雨冰雪时节，就封闭等待，所以货物

昂贵。全县面积一千四百平方公里，土地二百六十一万亩，可耕地五十一万亩。东西长

约一百七十华里，南北宽约一百二十华里。北接甘肃灵台，东连彬县、永寿，南与扶风、岐

山、风翔相接，西邻千阳。境内所辖十五个乡、一个镇，四个农林牧场，一百零八个村

民委员会，四百三十四个村民小组，一个居民委员会(四个小组)，七万四千多人，其中

农业人口六万九千多人。县境内公路十三条，全长约三百公里，外达西安，宝鸡等地，

县内乡社及分店均通汽车，物资运输不再愁肠。

麟游农村商业，建国前以传统的集市贸易，古会，庙会为中心。以座商、行商、小

贩等形式，进行货币交换，或以粮易物，以生换熟。农工商旅除赶集交易外，也有串乡

收售的货郎担。粮农土副产品，通过交易，运销到城市行栈。集市交易有经纪人员(俗

称斗、秤、牙行)，买卖双方成交后，他们从中收取报酬。也有一些商贩、投机取巧、

贱买贵卖，勤劳忠厚的山区农民、为自身生产生活需要，只有赶集交易，谈不上远购远

销。

民国二十一年(1 9 3 2)，麟游遭饥荒，人民逃亡饿浮很多，灾后农民处于水深

火热之中，金融竭枯，恢复生产，一筹莫展。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年，合作事业之倡导

者，曾组办劝农贷款，农贷互助社，信用社，主要以货币贷放和搭成贷放为业务。民国

三十一年(1 9 4 2)县合作指导室，在解散信用社的同时，并派筹资金，改建以购销

为主的乡保合作社，县联社，但业务资金被当地当权者把持或侵吞，县联社资金，被县长田

方正掠去购买轻机枪两挺，武装了县保安警备大队，县社资金被掠因而倒闲，农民无实

惠可得，只有遭受掠夺．

一九四九年五月，麟游全境解放，人民群众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活跃经

济，摆脱贫困，响应中共号召，一面清理旧社资金，一面集资入股。一九五。年首先办

起两亭、招贤、兴国区合作社，一九五一年冬办起崔木、良舍合作社。一九五二年县联

社筹备处建立，又相继组建了天堂、丈八、花花庙、庙湾合作社。至此，合作社初步在

农村有了自己的商业阵地，由县到乡形成统一体。当时合作社虽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的

集体商业，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以给社员服务为己任，深受群众欢迎，一九五四年

社员代表反映说： “过去办合作社(指建国前)好过了当权者私人，只有新社会办的合

作社，才给我们农民办事哩”。

供销社办社初期，一个基层社的职工仅两三人，多的五六人，‘房屋几间，资金不足

千元，饲养数头性畜，自赶自运，在资金少、底子薄、条件差的环境下，全体职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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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就简，艰苦创业，畜驮肩挑，不怕风吹雨打，天寒地冻，发扬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精神。并在国家和国营商业扶持下，通过购销业务，在群众中站稳了脚跟，成为农民可

靠的经济支柱，又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对私改造，管理农村集市

贸易，安排好农村市场等工作中，承担了历史所赋予的任务。

供销社以建立，本着“开展业务，积极经营”的方针，一手抓供应，一手抓收购，从

农民的急需出发，以有限的物资，发挥巨大的作用，购运油盐、土布、絮棉等生活用品

和耕畜，铁木竹制小农具，收购推销粮油、核桃、杏仁、药材、木板等农副产品，农民

满意。一九五八年供销社与国营商业合并，对人、物、财三权下放到人民公社，部份人员

被下放、调离，部份资金被挪用，许多质次价高，不对路商品，强行收购经营，形成库

存积压、而对路适销商品短缺脱销，官商作风滋生，不应过渡的合作店组小业主人员急

于过渡。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作出《关于改进

商业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后通称商业四十条)，为适应调整国民经

济的总形势，恢复了供销合作社体制，通过“三清”，在增收节支的情况下，纠正了自

身弱点。又大力开展自营业务，以议购议销、换购代销的多种形式，加强经营，同时大

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

供销合作社，在制度上实行民主集中制，贯彻民主管理，为行使社员当家作主权

利，县和基层社都如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讨论供销社工作，财务报告，选举理、监事

会及出席上级社代表，审查议案执行情况等，并作出决议．首届代表会，还讨论通过各

自“社章”。

“文化大革命”中，初期造反夺权，搞大联合后，机构撤并，基社核算，由自负盈

亏改为共负盈亏，停止社员分红，合作性质的经济，转成全民制经济，代表会制被取

缔，社员当家作主的权利没有了，“官办”商业的习气逐渐形成。一九七七年县供销社恢

复，工作较前有了头续，逐渐走向正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联产联户经营责任制的

建立，生产方式的转变，供销社的人员、网点也随之增多，营业额大幅度上升，系统内

推行了经营承包责任制，改进经营管理，使企业的经营效益与职工个人所得联结在一

起。一九八三年供销社体制进行了改革，改官办为民办，改全民性质为集体性质，增大

了民办因素，恢复了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县社分设，

系统内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执行社员股金保息分红制度。为加快供销社体改

步伐，更好地发挥农村商品流通领域里的主渠道作用，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

为副的原则，全系统从八个方面进行突破，并调正了基层社领导班子，使供销社显出了

新生活力，开创了新局面。到一九八五年底，新扩股额七万余元，累计十二万一千八百

一十元，占自有资金八十五万七千元的百分之十四点二。

供销社职工，大都来自农村，五十年代，虽以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少数人系扫

盲班毕业，但经过教育培养，实践的锻炼，政治思想觉悟及业务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

实际工作中一般能胜任本职工作，推动了供销商业的前进和发展，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

献。历次政治运动，同律涉及到供销系统，卿“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有歪

曲事实把问题扩大化现象，伤害了少数职工的思想感情。一九七O年，在落实中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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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号文件学习班里，采用严重的逼、供，信，致使两名职工，黑夜逃跑，自杀在山

林中，被斗和处理的供销职工达五十八人，大多形成冤假错案，甚至株连亲族。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冤案获得平反昭雪，职工人人精神焕发，旧貌易新，感到前途光明，

到一九八五年底全系统的三百多名干部职工，坚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勇往直前，为实

现新时期的任务，努力奋斗。数十年采，在实际工作中，造就了一大批有才能、懂业务

会管理的干部和职工，他们成了办好企业的骨干，涌现出了不少先进工作者。

建社以来，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指导下，坚持政治、群众、生产三大

观点，坚持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的方针，在为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服务的过程中，从

项目开丽，技术指导，种苗购进，资金投放等方面，帮助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解

决群众的买难卖难。随之自身的业务水平，逐年提高，购销额由一九五。年的一千余元，

到一九八五年的一千余万元，向国家提供了一定数额的税金和利润。供销社的机构网

点，隧着业务的发展，也在扩大，至一九八五年底，县社没有四股一室，下属一个公司(

含外贸)，一个综合贸易中心(与农副公司统一核算)，十五个基层供销社，收购、零

售门市部五十七个，营业食堂六个，旅社四个，分销店七个，双代店三十七个。营业室有

四十四幢，三百零七间，八千四百四十六平方米。仓库四十五幢，三百二十二间，九千二

百三十平方米，以及办公宿舍等其他设施，网点布遍全县城乡，大大方便了群众的购销

要求。

供销社自五十年代推行“拨货计价，实物负责制”，六十年代的“岗位责任制”，

七十年代的“五定一奖责任制”，A-I一年代的“经营承包责任制”以及各个时期的劳动竞

赛，技术评比， “两改一提高”， “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经商、优质服务，建

设文明单位等活动，提离了供销商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体改后的供销社，密切了与农民社员的关系，在长期的事实中，显示了合作经济的

优越性，它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依托。在由自给性经济向商品性经济转化中，在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建设过程中，以及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中，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展望

未来，供销社事业将会欣欣向荣，出现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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