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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52年，在解放不久的剑川这块土地上，为了彻底消灭几

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

改使贫穷的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土地所有权的彻底变更，激发

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为群众迫切要求建立农村集体商业的愿望

开辟了美好的前景。

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剑川县委、

县人民政府从维护群众利益，减除中问剥削，培养农民互助合作

的良好习惯出发，筹建了剑川县合作社联合社(1956年以后改

为供销合作社)，以解决城乡生产资料：农民生活日用品匮缺的

状况，解决农副产品无法及时推销的问题。

供销合作社建立以后，通过国营商业的大力支持，根据农村

市场需要，积极疏通流通渠道，组织工业品下乡，推广供应农业

生产资料．扶持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开展多种经营、收购农副土

特产品，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渠道。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

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逐步改变农村终济落后面貌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加强了国家同农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

联系。剑川县供销合作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至发展到现在

这样大的规模，完全是与党和政府的领导、广大职工的努力工

作、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诚然，在发展过程中也因为。左”的路

线的干扰，供销社曾经遇到多次波折，受到多次冲击，形成几次

大的起落。其中影响最大的应是合作商业与国营商业三次合并与

分开，不仅导致供销社的集体性质被破坏，而且导致了供销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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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套完整的民主管理方法制度和业务经营办法被挤垮冲倒，使

供销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无法很好地为农村人民生产生活服

务。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剑川县供销合作社恢复了农村集

体商业经济的本来面目，恢复和发扬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

统。在全县经济改革的浪潮中，供销社逐步扩大了自己的企业自

主权，扩大了业务经营范围，巩固了集体经济，发挥了农村商业

经济的中坚作用。这一时期的成绩是卓著的。三十七年来剑川县

供销社走过了自己艰苦创业的历程，其间积累了许多办社的丰富

经验，同时也饱尝了不少失误、教训。

《剑川县供销合作社志》以翔实的资料，充分的事实，分门

别类地叙述，提供和反映了这一历史的情况。志书凝结着全县供

销社干部职工三十七年的汗水，凝结着编志人员的心血。仅愿本

书给今后的供销工作者以参考借鉴，为剑川供销事业的发展提供

服务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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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夹注公元纪年(同一章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旧纪年时使用夹

注)，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

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八、各项数据一般均用县统计局数据，县统计局缺失的，采

用本单位历史数据。

九、因本志无法设人物专章，仅设省、州先进模范人物和专

业技术人员表．表列姓名、籍贯、民族、性别、年龄、学历、职

称、主要贡献、嘉勉时问，受奖等级。

十．行文一律用语体文，力求精练、准确。用字及标点符号

遵行《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标准规范书写。

十一、数字书写遵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印发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l、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

成语、专业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2，百分比用阿拉伯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3，历代纪年年、月、日用汉字记载；公元纪年年、月、日

用阿拉伯字记载。

十二、计量单位一般遵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即使用米，公斤、公里、吨等基本单位名称。对特殊时期

使用的市尺市斤等基本计量单位，遵照当时情况，不再换算为

米、公斤等计量单位。
。

十三、币值统一使用1955年3月1日以后的人民币币值，

此前的旧币值按万分之一换算为新币值。

十四，档案和口碑资料直接用于志中，不于注明出处，15

刊、史料则用书名号注明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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