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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县供销社志》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上虞县有史以来第一部

记载全县供销合作事业的志书，它既是上虞供销合作事业历史与现状

的客观反映，也是全县供销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自强不息，奋发创业的缩影，值得一读。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志书的功能在于“存

史、资治、教化"。编纂《上虞县供销社志》的目的在于使全县供销

社工作者了解上虞县供销合作事业的变迁史实，从而借鉴历史经验，

为研究合作经济模式和发展趋势提供依据；同时起到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进一步明确责任，增强信心，努力开创供销事业的新局面，为

振兴上虞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上虞县供销社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指导下，

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上虞县供销合作事业的成就与

经验教训，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载。上虞县的合作事业在民国年间已有

组织，但当时不但规模小、资金少，且为官吏绅商等少数人所垄断操

纵，借以愚弄群众，从中渔利。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

创办了人民自己的合作社，这可以说是上虞县社会主义供销合作事业

的前身。解放初，供销社艰苦创业、勤俭办社，对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稳定市场、平抑物价，减除对农民的中间剥削，支援生产救灾和

为群众服务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国家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以后，供销社发挥了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生产和消费的纽

带与桥梁作用，成为国营商业的得力助手，收购大批棉、麻、茶、茧等农



副产品，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料，为社员群众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

成为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成为农民自己的集体商业组织，促进了

工农联盟和城乡物资交流。这期间，供销合作事业也经历了曲折。1958

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搞“一大二公’’、大购大销，供销合作社机构撤

并频繁，人、财、物平调严重，致使供销事业的社会服务效益与企业经

济效益下降，社群关系疏远。1961年复建供销社，在“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有了新的发展与进步，但在“四清’’运动后

的1965年供销社又一次并入商业局，影响了供销合作商业的发展。“文

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更使供销合作事业遭到严重的冲击与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再次恢复了县供销社，即抓住“民办，，

这一核心!恢复“三性"，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把供销社从传统的

购销型服务，逐步扩大到信息、技术、物资、储运等综合性服务，在发

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振兴上虞经济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同时，全县各级供销社也在竞争与创业中不断得到发展

与壮大，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显著提高。1985年，全县供销

系统的利润在绍兴市供销社系统名列前茅。 ‘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记载历史是为了借鉴历史，总结过去是为了

开创未来。金县供销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一定能从社志中受到启迪与

教育，扬长补短，立志改革，锐意进取，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编纂社志是一项新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在全县供销系统

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职工支持下，社志编纂人员不辞劳苦，努力工

作，精神可嘉。社志既是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成果，同时也是供销系

统全体同志集体智慧的结晶。

t在社志编写过程中，省、市供销社、县志办公室、县档案馆、县党史

办公室等部门给予大力支持，热情指导，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谢意。



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起民国十九年(1930)，下迄公元1985年。

二、本志横排门类，纵贯古今，重点记述解放后供销合作社的发

展变化。

三、本志记、志、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四、本志纪年，1949年前用当时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1949

年起概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使用的货币名称金额，均以当时流通的货币为准。解放

后一律折算为新人民币。度量衡的名称及计量单位，文中未写明者均

以当时的俗称(市制)为准。

六、本志有关数字一般采用本系统历年各项统计数字，本系统缺

者采用县统计局数字。

七、 “社局”合并期间，供销社史实无法分述时，均采用商业系

统(县商业局)的数字和史料。

八、本志材料来自档案、报刊、调查，文中不注出处，部分引文

在不损害原意的前提下有所删节。

九、文中“党’’、 “政府"，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县

委"，指中国共产党上虞县委员会：县府，指上虞县人民政府。

十、 “重光”、 “复元"、 “还治"，指抗日战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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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上瓞县供销台作社联台社办公楼



△中共上虞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蛋成员(I 985年I 2，

左起：受企忠、沈尔H、壬刚民、张六贤、徐万金

1jf『排左起；解卑珍、夏企忠

J^排左起，朱继燕、陈寿椒

杨森棠、沈尔吕、陈娅青

王议星、似耕灿



△县联社三幅监事会成员

前排左起：倪伯新、来酗才、石顺钤、谢志炎

后排左起：徐惠根，朱振华、马瑞术、张承涛(缺张承聪



△编志1二作人员

前排左起t陈寿椒、刺崇良、朱乃丰

后排左起：俞{6；；)L、马敖云、章王|!德



q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司县副食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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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日用杂品公司唾批发郝

q县供销储运公司



1 985年上虞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组织机构示意图

司司司司司司心厂厂厂

基层供销合作社

卜-汤浦供销合作社

一

T下管供销合作社

一

T谢塘供销合作社

一

T小越供销合作社

一

T丰惠供销合作社

一

T百官供销合作社

一

T沥海供销合作社

一

T章镇供销合作社

一

1崧厦供销合作社l东关供销合作社



概 述

上虞县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杭甬交通要道，物产丰富，人口稠

密，集市形成较早。明代已有13处集市，民国初年有大集镇5个(丰

惠、百官、章镇、崧厦、小越)，小集镇19个，其中丰惠的米、山货

市，崧厦的棉花、土布市，章镇的茶叶、竹木市，百官的过塘行均较有

名。抗日战争爆发，铁路、公路均遭破坏，县内商业每况愈下。抗日

战争胜利后，商业活动稍有恢复，但是，不久即由于国民党倾力发动

内战，经济全面崩溃，稍有复苏的商业即又衰颓。 ．．

上虞县的合作事业始于民国十九年(1930)，至民国二十九年

(1940)，全县有各类合作社174个，其中县联社1个，区联社1个，

乡、镇、保及各种专营合作社172个。但这些合作社大都被官绅操纵

利用，成为他们从中渔利的工具。

1945年2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中共崧厦区委领导下创建了

五埠乡食盐产销合作社。同年4月，又建立永和镇及青贤岭村山货合

作社。这是“民办公助"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为解放后建立

和发展供销合作事业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解放后，党和政府一方面组织工商业恢复经营，同时积极筹建合

作商业。供销社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艰苦创业，逐步成为农村商业

的主渠道，它对支援农民生产救灾，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私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农副产品生产，收购和生产、生活资料的供

应，繁荣农村经济，巩固工农联盟，提供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经过近28年的曲折发展，1 979年后，在党的正本清源，

拨乱反正和恢复“三性"，进行“五个"突破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指

引下，改革前进。1985年末，全县供销社已拥有职-1-3353人，归属集

体商业人员1773人，网点遍及城乡，与1950年相比，自有流动资金和固

定资产由1．96万元增至3596．8万元，增长1834倍，购销总额由1953年

的1143万元增至20060万元，其中农副产品收购由649万元增到4370万

元，商品零售额由764万元增到15690万元，均增长5．7倍和19．5倍。

刹润由1950年的1．87万元增加到879．31万元，增长469．2倍。1950年

荃1985年利润总额为11461万元，其中1 979年到1 985年占42％，这7年

为国家创利税7637．67万元，入均提供利税25777元。在35年的历史进

程中，成绩巨大，经验丰富，但也有失误和教训，主要是供销合作社

的“民办"，还未真正恢复，社员还未能直接参与管理和监督；如何

把供销社办成农民群众自己的集体商业和成为农村经济的综合服务中

心，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实践；供销工业，特别是联办工业也有待进

一步完善和努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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