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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是一个具有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世界性群众组织。从欧洲形成合作制思潮j迄

今已经历了160多个春秋。现在，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世界，合作社事业都有很

大发展。参加国际合作联盟组织的已达85个国家，拥有社员5亿。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改造’

了空想社会主汉的合作制思想，肯定了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期，大规模采用合作．

制的必要性。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制理论。这些，对我

们中华民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我国，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传播，合作社的思想和实践也逐步在神洲大

地兴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合作制理论，把合作社运动作为革命事

业的组成部份，积极加以组织引导，推动它的发展。新中国诞生不久。在土地改革基础上，

合作社运动更加得到迅猛地发展。

我区的供销合作社，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土地改革基础之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合

作制理论指导之下，通过宣传发动，点面结合，形成了以区建立基层供销合作社，以乡建立

供销分社的群众性经济组织。它是各种合作社中发展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组织。

供销合作社建立后的30多年，勿论是在“一化三改造纾的过渡时期，在贯彻矗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劳方针恢复国民经济阶段，也勿论机构如何调整，国合如何分工，但它的工

作范围和服务对象，始终都是面向农村、面向农业、面向农民，坚持不懈地做好生产，生活

资料供应，千方百计地做好农付产品的收购推销，努力为促进农业生产服务，支援国家社会
主义建设。

实践证明，供铸合作社的这种特有作用，是有目共睹的I也是在不断更新观念，转换职

能过程中，逐步完善和体现的。特别是在农业生产处于异常困境的时候，显示尤为突出．

党的11届3中全会之后，特别是从1982年开始改革以来，坚持由官办改为民办，由全民

改为集体这个正确方向，为农民办实事、给实惠、增实力，经过恢复“三性劳、_五个突破一．

。六个发展弦，积极参与组织生产，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系列化服务，它的特有

作用更加得到发挥，企业面貌也有更加显著的变化。

志者，记也。(《涪陵地区供销合作社志》遵循存史借鉴，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坚持实

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f义观点．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具有时代特点，行业特点和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新型部门

意．

贻陵地区供销合作社志》是综合反映我区供销合作社事业产生，壮大和发展的史料．
包括。建国阿供销合作事业和山货土杂行业概况，建国后党和政府对供销合作社的基本指导

方针，政策和扶持措施等决定、规定，发展社员，集资入股，实行民主管理情况，内部组织

机构，人事管理制度变迁情况I国合分工，经营范围调整情况，芰援农业，促进商品生产情

况I财务、统计，物价制度变动修改情况，自有资金增长，经营设施改善情况I实行改革，



开放，搞活并不断深化情况，等等。充分说明，供销合作社事业是革命事业的组成都份，是

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温故可以知新纾。“治群国者以志为鉴一。通过这部《社志》的编写和出版，必将

使广大供销合作社工作者和热爱、关心，支持供销合作事业的人们，从中受到启迪，得到教

益，激励和鼓舞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奋发努力，忘我工作，

坚持深化企业改革，认真扎实工作，把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供销合作社事业搞得更好，共同

努力完成党的13大提出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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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涪陵地区供销合作社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I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中共中央(<关予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

资料，实事求是地反映涪陵地区供销合作社历史概貌．突出本部门，本行业特色，体现时代

特征．旨在记述供销合作事业在全地区的发展过程，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二、时间断限。上起1950年下至1986年，着重记述建国后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及本机关

工作活动情况。为了便予了解合作事业的历史发展，亦涉及了建国前合作事业在全国推行，

全省及涪陵地区发展的梗概。

三，记述形式。按本机关职能和内部机构主管业务分类，横排纵写．采用记，志、图、

表等形式。

四、文体。语体文记述体。

五，称谓。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用简称，地理名称，按习惯称呼，

古地名括注今地名。 ·

六，数字和计量单位：统一用阿拉伯数字。时间，长度、重量、面积，体积按法定单位

使用。 。

七、资料。建国前合作事业和农村商业来源于重庆市北碚图书馆，涪陵市档案档．涪陵

地区档案馆。建国前农村商业以涪陵城为中心记述农村商品交换和流通。建国后以本机关所

藏档案资料为主。

八，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中国纪年放在括号内I文中有中国纪年的．则在括号内注明

公元年代。

九，结构层次。分章、节，日编排，章节间有交叉，但各有侧重，详略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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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地区供销合作社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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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全省珠算比赛团体奖



获中共涪陵地委、地区行署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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