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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镇远县的合作社事业始于1937年。最初是信用合作，五年后演变

成信用、生产、消费等业务的合作社。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

国，合作社大多为地主豪绅所把持，他们排斥和打击贫苦农民，从中

渔利，甚至把合作社变为盘剥农民的工具。 ：-

新中国建立后，镇远县的合作社事业与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o 1951年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在县委、县人民政

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从这一年的10月到次年的7月，县及五个区(镇)‘

的供销合作社相继兴建起来口它一开始是由农村劳动人民自愿凑集股

金并在国家的大力扶助下组织起来的。是社会主义群众性的商业组

织。由于它适应我国农村商品流通的特点，符合农民群众的购销活动

的需要，因此不断发展。现在，我县供销社拥有固定资产已从十九五

三年刚开始不久时的25，353元，增加到260．48万元，流动资金由62212

元增加到806，043元，供销网点遍布全县广大农村，成为我县国民经济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商品交流的重要渠道。三十多年来，合作社紧

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坚持为群众服务的宗旨，大力收购和推

销农副产品，积极组织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的供应，对支援农

业生产扶助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以及活跃城乡经济，巩固工农联盟

等都作出了贡献。‘ 一

．

r
·‘

《镇远县供销合作社志》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全县供销合作事业在

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

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可为后人所借鉴。它的编纂成功，是我县供销战

线上的一件大事。它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必将使全县广大供销合作社

工作者从中受到教益，促使我们立足于实际，进一步克服眼前的困

难，为开创供销合作社工作的新局面，振兴镇远经济做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

_

胡化民 ．

一九九。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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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镇远县的合作事业，自1951年lo月成立第一个基层供销合作社，

’至1952年全县供销合作社组织全部建立，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了。蛀十多年来，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白
手起家，艰苦创业，勤俭办社，几分几合的艰难曲折过程。经过几十

年来广大干部、职工的勤奋工作，使镇远县的供销合作社组织逐步成

为全县社会主义商业的一支主要力量。网点遍布全县各乡镇、村寨。

三十多年来，它无论在支援工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促进城乡物

资交流和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稳定市场物价，调剂农村人民

经济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繁杂的工作业务中

也发生过不少的失误。为了搞好当前及今后的商业供销工作，把过去

工作中的成绩、经验和失误、教训如实地记叙下来，为今后的工作提

供宝贵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o

求镇远县供销合作志》的编写工作，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志

办公室的统一部署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及指导下，经过一年多的时

间，完成了全《志》的编写工作o
《镇远县供销合作志》共分九章二十五节，约十七万余字，较详

细地记叙了解放前镇远县合作事业和农村商业情况，以及建国后1951

年至1987年底供销合作社在组织机构、管理形式、业务经营、党群组

织建设Il企业管理、职工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变化o
．

在编《志》过程中，为了做到思想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本着广采

博收、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注重史实的原则，反复查阅了各个时期

的有关档案和资料，走访了部分供销社的老干部和老职工，召开了部

分老干部，老职工座谈会，对收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了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的鉴别核对工作。初稿完成后，召开了有关部门和个别老干

部、老职工参加的审评会议，广泛征求意见，进行细致的修改，终于

出版问世。这是供销系统全体职工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一项丰硕成

果，值得庆贺o



凡 例

一、 《镇远县供销合作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t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新的方法和翔实的

历史资料编写的一部新型“地方专业志"o

二、上限自公元1937年，下限牵．1987年末止·

三、资料主要来源于镇远县档案馆、黔东南自治州档案馆及本社

保存的历史档案，包括上级的有关文件、本系统各单位各个时期的报

告、工作总结，会计、统计资料；有关简报；走访调查的文字资料和

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四、本志以语体文记事体，采用志记、图，表、照片等体裁，其

中以“志，，作为志书的主体，全面、系统地叙述合作社的历史进程和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事记"采取“编年体力的体裁，基本上按

照年月日顺序编写。篇目设置以横为主，横排纵写，纵横结合。

五、年代多采用公元，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个别采用历史记年。

六、组织，机构名称，一般均先冠以全称，尔后简称，某些则用

习惯称，如县供销合作社称县社，区供销合作社称区社等。

七、对国营商业及合作社的称谓，某些简称国合，如“国合合

并"，即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合并。

八、设置称谓，对各个时期的政权，一律沿用通称。

九、建国前后称谓，D．A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为

界线。

十、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以地区(州)以上单位授称的为起点。

十一、货币一律以新人民币计算，百分比用“％∥符号表示·

十二、度量衡一律以全国通用的公制为准Q



述

镇远县地处贵州省东部，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管辖。位子东

径108。087至1 08。52 7和北纬26。47 7至27。237之间。东与湖南省新晃侗

族自治县和本省玉屏侗族自治县接壤，南与三穗县、剑河县毗邻，西

接施秉县，北连石阡、岑巩县。总面积l，878平方公里，耕地19．4l万

亩，．全县平均海拔800米，县城海拔464米。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水资源丰富，出产木材。经济林以油桐为大宗产品，农副产

品主要有茶叶、棕片、花生、-巨槽子、十辣擞、晒烟、西瓜等；矿产

资源品种多，蕴藏有铅、锌、铜、铁、磷、矾、石煤、硅、高岭土

矿，金钢石、重晶石等。

镇远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占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开始设

置湃阳县。宋德佑元年(1275年)设立镇远沿边溪洞招讨使司，始称

镇远，隶属湖广。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改隶贵州。镇远成为黔东南

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民国时期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

地。1956年7月23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这里宣告成立，1958

年州府迁至凯里。

全县辖5个区和1个区级镇，19个乡和5个乡级镇，2个街道办

事处，14个居民委员会，215个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寨约1，700个。

镇远县是民族杂居区，居住着汉、苗、侗、土家等24个兄弟民

族，1 987年底总人口2 1 4，900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33．8％。农业人口1 95，577人，占总人口的89．1 5％，人口密度每平方

公里1 17人。

镇远历史上称为“滇黔门户”，1986年12月，‘国务院命名镇远为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开辟为贵州省东线旅游区，对外开放。交通发

达，湘黔铁路从县境通过，境内长79．9公里，设有9个车站，1988年

此段已实现电气化。公路网布局已经完成，湘黔公路干线从东到西贯

穿全县80公里，经5区9乡，全县公路总长4 1 3．7公里，实现了乡乡



通公路。湃阳河由县的中部自西向东穿越全境，长94公里，注入沅

江o

镇远县供销合作社是在全县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后，在县委的

直接领导下，于1951年12月15日建立筹备委员会，委派西进干部周鑫

森负责筹备工作，经半年多的努力，县社于1952年7月6日正式宣告

成立；5个区(镇)供销社也在同年7月18日前先后建立。建立供销

合作社，是从供销关系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经济联合，尽量不通

过私人商业，以减除中间剥削，使已经从地主经济解放出来的农民，

进一步从商业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样，既改革了农村的生产关

系，又改革了农村的交换关系，使土地改革的伟大历史成就，在新的

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巩固。供销社建立后，大力开展购销业务，按照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矽的方针，积极向全县

农民供应生产、生活资料，帮助群众克服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生

产；同时接受国家委托，大力收购粮食、棉花以及其他重要工业原料

和出口物资，使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基本上掌握在国家手里，对

促进工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稳定市场物价，安定和改善人民生

活，巩固工农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社后的36年中，全县收购的

农副产品总值达3，813万元，．年平均106万元。从1955年起，开展了废

品收购业务，33年收购废品总值达1 10．75万元，收购的废钢铁就有

116万公斤。36年来，供应全县人民生产、生活资料纯销售总值1．7662

亿元，这是全县供销社系统根据全县农村市场需要，在国营商业的大

力支持下，积极疏通流通渠道，组织工业品下乡，供应群众喜爱的日

常牛活用品和农业生产上必需的各种中小农具、化肥、农药，并开展

副食品加工，开办饮食服务业，协助新华书店发行图书、协助医药部

门推销中西成药等而取得的丰硕成果。在业务经营中，镇远县供销社

各部门不论是商品的收购或供应，都坚持维护群众利益，严格执行国

家的物价政策和购销政策，做到买卖公平，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同

时不断增设网点，截至1987年底，全县已建有5个专业公司，9个基

层供销社，29个分销店，3 1个农副产品采购门市，157个零售门市部，

形成了上下相连、纵横交错的合作社商业网占经营方法逐步改进，开

2



展送货下乡，方便群众购销，处处为群众着想，讲究商业道德和信

誉，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经营思想和作风，深受广大农民信赖o．t．

镇远县供销社建社以后，就肩负起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

任务。当时，全县农民需要的大部分生产、生活用品，城镇居民需要

的相当一部分生活用品，都来自手工业。据1953年调查，全县有48种

手工业，l，932户，2，857人从业人员。供销社通过购销业务和合同制

度，供应原料和推销产品，把手工业生产纳入计划轨道，并协助他们

克服资金短缺、原料不足、产品销路不稳的困难，在“自愿互利夥的

原则指导下，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到1954年6月末，全县手工业者共

组成生产小组42个，加工厂1个，组员487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

数的17％。到是年末，进一步引导他们组成加工厂5个、生产供销社

4个、生产合作社2个、生产供销小组11个、生产小组1个，组织起

来的有12个行业，434人o 1955年后，对手工业的管理及改造任务交给

县手工业管理局。

与此同时，镇远县供销社还担负着促进全县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的艰巨任务。建社初期，对私商是不加区别地盲目排挤和代

替，后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

针，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开始采用经销、代销的办法，在经营业

务上让出部分阵地，使其有一定收入，维持生活，近而帮助他们组织

起来，调动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弥补了供销社力量不足的缺陷。到

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全县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属供销

社负责改造的私营商业全县有343户，从业人员354人，经改造后组成

公私合营商店12个，合作商店13个，代购代销小组5个，经销36户，

38人，转入农业70户，70人，过渡为供销社职工的9人o
1 958年8月，镇远县供销社与县服务局合并，组成镇远县第二商

业局；同年8月，县第一商业局与第二商业局进一步合并为镇远县商

业局，基层供销社改为商店，后来又一度被下放为人民公社的供销

部，加上受“左"的错误影响，一度造成商品流通不畅，农村商业工

作受到削弱。1 961年9月，在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为了尽快恢复农业，搞活农村经济，国营

8



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分开，恢复了县、区洪销合作社体系。到了十年动

乱期间， 靠左”倾错误恶性发作，供销社干部职工思想被搞乱，合理

的规章制度被废弃，监于1972年元月县供销社又·次合并入国营商

业，由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直至1973年4月国合商业再度

分开。但是，有的供销社滋长了官商作风，与农民的关系疏远，一些

优良传统丢掉了，逐渐失去了它固有的自主灵活的特性，使全县供销

社遭受到严重挫折，农村商业工作再次受到削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围

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和总目标，供销社肩负的历史任务比

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艰巨，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1983年，镇远县供销合作社遵照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

会议纪要》有关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及体制应进行改革的规定，于

8月召开镇远县供销合作社第三届社员代表大会，更名为“镇远县供

销合作社联合社"，成为全县供销社系统的经济联合实体，改“官"

办为民办，恢复供销社的合作商业性质，加强三性建设，放手吸收农

民入股，从促进生产，搞活流通出发，把立足点转移到发展农村商品

．生产上来。积极扩大经营范围，开拓新的服务领域，逐步把供销合作

社办成农村经济服务中心。

支援农业生产，扶持集体和农民发展多种经营，是镇远县供销社

遵循的始终如一的方针。五十年代扶持茶叶生产；六十年代抓生漆、

松香、烤烟的发展；七十年代帮助生产队发展花生、棕树、茶叶生

产；八十年代引进西瓜良种和优质柑桔苗。三十多年来，为支援农业

生产，全县供销社共组织供应各种化肥8l，380标准吨，农药1，339吨，

各种中小农具2 a6万-f4：。农村商品生产发展了，农民增加了收入，农村

商业购销两旺，供销社也夺取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两丰收，32年

总计，全县供销社共盈利188万元，缴纳税金428．8万元，为国家社会

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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