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川县地方志丛书之六】

士
卅【=‘-

供销含作社志

青川县供销合作社编

青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审

2004年1 2月



青川县地方志丛书之六

青川县
l▲
_▲

J卧

供销合作社志
(1986—2002)

青 川 县 供 销 合 作 社 编

青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审

2004年1 2月



青川县志·供销合作社志(1986～2002)

青川县供销合作社领导班子
主任：赵成发(中)副主任：毛清明f左一l 副主任：欧子荣(右

青川县供销台作社全体职工(从左至右)
前排：王洪美、蒋世秀、毛清明、赵成发、欧子荣、罗艳

后排：何勇、马小林、杜华宁、罗顺华、谢育金、曾鸣

n



青JIl县志·供销△1乍社志(1986—2002)

Tn‘

编纂领导小组成员(从左至右
张金和、欧子荣、赵成发、毛清明

编纂人员(从左至右)
前排：张金和、蒋世秀、王洪美

后排：马小林、谢育金

2



青川县供销合作社党组研究工作

青川县供销合作社办公设施

3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警；

青川县供销合作社实行公文、财会人事电脑管理

■■■■●一

青川县供销合作社办公室人员网上交换文件

鳖瓣

逢≯-j镪莲

蓄

雾嚣



《青川县志·供销合作社志》

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赵成发

成 员：毛清明 欧子荣 张金和

《青川县志·供销合作社志》

编 写 组

主 编：赵成发

执行编辑：张金和

主 审：赵成发柳仁义杜建梅王洪美

图 片：王洪美

制 表：谢育金蒋世秀

缮 写：马小林

封面设计：王洪美

青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柳仁义

工作人员：刘雪梅杜建梅



《青川县志·供销合作社志》

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赵成发

成 员：毛清明 欧子荣 张金和

《青川县志·供销合作社志》

编 写 组

主 编：赵成发

执行编辑：张金和

主 审：赵成发柳仁义杜建梅王洪美

图 片：王洪美

制 表：谢育金蒋世秀

缮 写：马小林

封面设计：王洪美

青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柳仁义

工作人员：刘雪梅杜建梅



《青川县志·供销合作社志》

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赵成发

成 员：毛清明 欧子荣 张金和

《青川县志·供销合作社志》

编 写 组

主 编：赵成发

执行编辑：张金和

主 审：赵成发柳仁义杜建梅王洪美

图 片：王洪美

制 表：谢育金蒋世秀

缮 写：马小林

封面设计：王洪美

青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柳仁义

工作人员：刘雪梅杜建梅



目 录

目 录

序⋯⋯⋯⋯⋯⋯⋯⋯⋯⋯⋯⋯⋯⋯⋯⋯1

凡例⋯⋯⋯⋯⋯⋯⋯⋯⋯⋯⋯⋯⋯⋯2

概述⋯⋯⋯⋯⋯⋯⋯⋯⋯⋯⋯⋯⋯⋯3

大事记⋯⋯⋯⋯⋯⋯⋯⋯⋯⋯⋯⋯⋯⋯7

第一章机构设置．．⋯⋯⋯⋯⋯⋯⋯⋯·11

第一节青川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11

第二节县属公司⋯⋯⋯⋯⋯⋯⋯⋯14

第三节基层供销合作社⋯⋯⋯⋯⋯16

第四节党群组织⋯⋯⋯⋯⋯⋯⋯⋯23

第二章职工队伍⋯⋯⋯⋯⋯⋯⋯⋯⋯27

第一节人事管理⋯⋯⋯⋯⋯⋯⋯⋯28

第二节月工资及补贴⋯⋯⋯⋯⋯⋯31

第三节福利⋯⋯⋯⋯⋯⋯⋯⋯⋯⋯35

第四节精神文明建设⋯⋯⋯⋯⋯⋯38

第三章业务经营⋯⋯⋯⋯⋯⋯⋯⋯⋯44

第一节农业生产资料⋯⋯⋯⋯⋯⋯44

第二节工副食品经营⋯⋯⋯⋯⋯⋯48

第三节有奖销售⋯⋯⋯⋯⋯⋯⋯⋯56

第四节交易会⋯⋯⋯⋯⋯⋯⋯⋯···59

第五节附营业务⋯⋯⋯⋯⋯⋯⋯⋯61

第六节农村代购代销店⋯⋯⋯⋯⋯66

第四章农副土特产品生产经营⋯⋯⋯70

第一节核桃生产⋯⋯⋯⋯⋯⋯⋯⋯70

第二节食用菌(黑木耳)生产⋯⋯⋯72

第三节茶叶生产⋯⋯⋯⋯⋯⋯⋯⋯72

第四节对乡村扶持工作⋯⋯⋯⋯⋯75

第五节农副产品经营⋯⋯⋯⋯⋯⋯76

第六节失败与教训⋯⋯⋯⋯⋯⋯⋯79

第五章企业管理⋯⋯⋯⋯⋯⋯⋯⋯⋯87

第一节财务会计⋯⋯⋯⋯⋯⋯⋯⋯87

第二节计划、统计、物价⋯⋯⋯⋯⋯106

第三节业务管理⋯⋯⋯⋯⋯⋯⋯⋯108

第四节房屋建设⋯⋯⋯⋯⋯⋯⋯⋯109

第六章经营承包转轨改制⋯⋯⋯⋯112

第一节承包经营责任制⋯⋯⋯⋯⋯112

第二节记件计酬工资制⋯⋯⋯⋯⋯113

第三节三级承包⋯⋯⋯⋯⋯⋯⋯⋯117

第四节对经营权和分配权的探索⋯1 19

第五节对人事权和所有权的探索⋯120

第六节处理资产转轨改制⋯⋯⋯122

第七节人员和资产⋯⋯⋯⋯⋯⋯⋯125

第七章农村集体商业⋯⋯⋯⋯⋯⋯⋯129

第一节回归前的概况⋯⋯⋯⋯⋯⋯129

第二节清资抵债公司解体⋯⋯⋯⋯130

第三节处理资产偿还债务·⋯⋯··132

第四节经营承包⋯⋯⋯⋯⋯⋯⋯⋯134

第五节转执改制善后解体⋯⋯⋯134

青川供销社兴衰概述⋯⋯⋯⋯⋯⋯⋯143

青川农村集体商业始末⋯⋯⋯⋯⋯⋯150

编后记⋯⋯⋯⋯⋯⋯⋯⋯⋯⋯⋯⋯⋯156



序

序

编史修志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汉代至今从未间断，太平盛世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课题。党的十六大和全国十届人大后，党和政府对修志工作更加重视，《青川县志·供销合

作社志》就是在这个方兴未艾的新形势下，在县政府主持和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从2003

年4月开始编纂，多次修改成书问世的。

本志翔实记载了青川县供销合作社1986年至2002年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的

全过程。在新旧体制的碰撞中，旧的流通体制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竞争，从而几经曲折，转轨

改制。本志系统地反映了发展新型的农村合作组织的历史和现状。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史为鉴，资于治道。实事求是，不褒不贬的编纂志书，在于存

史、资政、教化、指导工作、发扬成绩、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此书问世之际，我代表青川

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向五十多年来在青川供销社工作的同志表示敬意。向支持和关心供销

社工作的同志和部门致谢。

青川县供销合作社主任赵成发

2004年6月1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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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青川县志·供销合作社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写的一部新型部门(专业)志。

二、志书资料来源于县联社的历史档案。包括各年的工作总结、安排、简报、会议记

录、学习记录。上级社、地方党委、政府、各部门的文件。公司、基层社历年的总结、报

告、请示、专题材料、报表、承包合同。少数章、节、目中无资料可查的，找经办人、当事

人回忆、座谈、调查、核实。

三、志书体例，以章、节、目、小目四级形式出现，少数小目以下又分、、⋯⋯等款项

下面再分①②③⋯⋯等类目。全书共7章、36节、146目、225个小目，除统计图表后、有

14万余字。

四、各类目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横相连，层次分明，不褒不贬，秉笔直书。按不同

的业务性质，分章节目记述，条理分明，事实清楚。

五、本志书为语体文，采用志、记、图、表、照片等体裁。“志”为全书的主体，“记”

按编年的方法以类系实，“表”分年度、按顺序抄录了财务、统计各种数字，“照片”展现了

县联社的实况。

，六、志书时限为1986年到2002年。第三章业务经营中的第五节附营业务和第六章的第

一节承包经营责任制，第二节记件计酬工资制，为补充1985年以前社志上的遗漏，上溯到

该项工作(业务)开展初期或1952年建社时的记述。

七、志书第二章四节大目二“检查评比，表彰先进”。第三章二节大目三“开展文明经

商和优质服务。“第五章三节大Et--”店堂管理：服务规范，礼貌用语。这三部份内容有相

似之处，但把三方面材料对照细看，条文、文字组合，词语等各不相同，并不重复。

八、志书上的时间、长度、质量、面积、容积、等量质、数字、代码、标点符号等，全

部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标准。

九、志书上的专用名词、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后多用简称。



概 述 · 3 ·

概 述

青川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东径104036’42’L_105037’51”，北纬32。14’54-．----32。56’06"之

间，地处岷山东南部余尾之摩天岭南麓，陇南之末端，与龙门山北段的交接地带，境内山脉

纵横，沟深谷狭，北连甘肃、东北隅陕西、东南界广元、剑阁、西南毗邻平武、江油。幅员

面积3269平方公里，耕地350779亩，森林面积222166公倾，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高

度乔庄800米，最高的大草坪3837米，最低的原甘溪河口495米已在白龙湖底，现建峰乡

506米，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春迟、夏短、秋凉、冬长四季分明。平均气温140C、日照

1257．6小时，无霜期256天，年降雨量841．6毫米。

2002年全县辖9镇、28乡、271村、1952个村民小组，15个居委会，73184户、248456

人。国内生产总值64739万元，粮食103000吨。境内除半山河谷坝区种粮外，山上资源极为

丰富，有植物3100多种，牧草85种，中药材550种，黑木耳、核桃、油桐等大宗林副产品
＼

闻名于世。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着大量野生动物、兽类60多种，鸟类300余种，鱼

类70多种，属国家保护的大熊猫、金丝候、牛羚等20多种，高密度的森林植被、众多的珍

禽异兽，国家在唐家河建立了43000公顷面积的自然保护区。东边的白龙湖，有如天上银

河、高山明镜。鸟览青川，好似人间仙境，王母瑶池，丛山群岭，茂林修竹，鸟语花香，风

景如画，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多种多样的地下宝藏，必然转化为经济优势，为建设小康社

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青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供销社乘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八十年代后期扭转了中期的衰退，刹

住滑坡，抓住机遇，积极竞争，不断发展壮大，曾一度刷新各项经济指标o 1986年、1992

年、1996年前后县委曾三次调整县联社领导班子，各企业的法人根据各个时期的工作需要

也有过多次变动，交流轮换。为适应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

通环节的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更新观念，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九十年代前后，全系统在职

职工有150多人带薪读大中专院校和参加市、县的业务培训，成绩优良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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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申报评定中级职称80人，初级职称34人，这对提高企业财务、计统、物价等管理工作

水平，受益匪浅。人事制度改革是企业的最大难题，供销社既要打破铁饭碗、大锅饭，调动

职工积极性，做到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又要从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承

担部分就业责任。1990年到1995年经济大滑坡期间，还面向社会招收城镇待业青年183人；

调入103人；调出83人，1996年以后解除合同工265人，用工制度改革按上级规定完成后

得到了预想的成果。

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农业、轻纺工业等飞速发展，较短的时间解决了人民

的吃、穿用品，我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88年城市消费品市场异常

繁荣活跃，商品销售超常，发生了大规模的波及全国的抢购风潮，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遵

照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重大决策，

严格要求各社、公司必须从稳定市场、扩大销售着眼，不准提价、不怕卖光、积极进货、充

实库存、增设摊点、敞开供应、满足需求。市场是国民经济灵敏的镜子，十年改革工农业生

产的显著成就，反映出国家完全有实力保证需求，群众虽持币抢购，市场上的商品越卖越

多，消费者必竞资金有限，商业上确受益匪浅，全年销售22516900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比上年猛增26．7％。抢购中对历年库存的积压商品也全部卖光，减少了财产损失，加快了资

金周转，利息减少、费用降低、差率提高。1988年国家重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在城乡市场

的主导地位，县人民政府根据谁扶持生产，谁经营产品的专营政策，宣布供销社是木耳、香

菇、核桃经营的主渠道，非主渠道经营除照章纳税外还要交20％的生产扶持费，并由林业、

检查站协助执行，系统内部实行联合经营，网点布局、价格管理、费用开支、盈亏核算、利

润分配等由县联社统一安排、指挥协调。基层社只管在辖区内收购，不能对外销售，核桃调

综贸公司。木耳、香菇调土产公司，县公司只管对外销售，既不能直接收购，又不能交叉经

营，帐目公开、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团结一致、共同对外，避免内战，消耗力量，在激烈

的商业竞争中，三个产品喜获丰收，都比上年增产30％以上，核桃还登上了历史的最高峰。

农副产品的经营特点是周转快、差率大，利润高，这一年我们又投资75万元，新建县联社

综合大楼2800平方米、高六层，1989年完工，改变了供销社的外部形象，供销社名符其实

地成为青川的首富。到达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1988年的全面胜利并不意味着供销社从此就进入了新时期发展的快车道，进入九十年

代形势急转直下，外部经营环境十分严峻，“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形成以后，农付产品已

完全放开，多种经济成分中百家经商，个体户采用麻雀战、游击战的方式灵活、快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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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走村串户、逃税后收价高，销价低，在不平等的竞争中供销社处处被动，接连失利，最

后被迫退出这块阵地。工副食品经营供销社虽有门市、12I岸、设施、信誉等优势，但个体经

营灵活、网点众多、服务态度好、服务质量高、营业时间长、批量小、周转快、进出无帐，

把偷漏的税费部份转换为价格优势，使供销社在购销业务上举步维艰，差率小、费用高，购

销额直线下跌，亏损额直线上升。九十年代前期的商品市场，人们概括为：一级站病人膏

肓、二级站摇摇晃晃、三级站(指县公司、区供销社)东张西望、零售商蒸蒸日上、个体户

肥肥胖胖。

九十年代前期，国家为了抑制泡沫经济带来的虚假繁荣，降低过量的消费膨胀，严格控

制物价上涨，逐步使市场状况趋向平稳，采取紧缩银根、限制货弊发行量、提高利率等措

施，对整个宏观经济、实现了软着陆的重大成就，市场稳定、物价下降、人民安居乐业，经

济建设正常平稳地持续高涨。但对供销社这个小局产生了难于承受的压力，贷款减少、购销

额下降、利率调高、费用、亏损增加、这些既是同步、也成正比。以1989年为例，贷款798

万元、比上年增加11万元，增率为1．3％；利息99万元、净增37万元、增率为51％；以后

若干年利率年年上调，而且贷款条件非常苛刻，中期企业已无偿还能力，银行每年将利息转

为本金，滚雪球式地越滚越大，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结局。宏观经济调控的另一个方面是税

种增加，税率提高、营业税由3％调为5％，仅此一笔每年多交税款40至50万元。交易活动

新秩序尚在建立之时，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赞助、捐献等。县供销企业雪上加霜，迅

速走向崩溃o

改革面临重大选择的关键时期，传统体制尚未让位，新体制又未确立，新旧体制仍处于

对峙摩擦状态。由旧到新的改革历程，供销社走过了坎坷的道路，发生过强烈阵痛，但只有

观念的转变，才能走出泥泞的沼泽，到达芬芳的草原，1992年7月27日到29日在青溪区供

销社召开的定额目标管理，承包经营工作会议后，随即在全县推行“集体所有个人经营”的

承包形式，比80年代前进了一步，对经营权和分配权进行探索，解决了大锅饭、平均主义，

但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在不长的时间内反映出诸多弊

端，风险和利益不对等，承包人不交费用，企业只有收回另寻新路，在探索中承包形式各自

为政，几起几落折腾颠簸，放了又收、收了又放，穷了庙子、富了和尚，企业已资不抵债、

无力复苏。1996年8月1日县商贸委召集各区供销社主任、县公司经理开会讨论制定改革方

案，核心是减员增效、改转租卖。9月2日县联社工作组进驻房石区社搞试点，从清理经济

人手、对在职职工分别对待，老职工退休，五年内要退休的职工提前离岗，到时在社保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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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退休手续，未经劳动局办理招工手续、企业和县联社招收的临时工、合同工。全部精简清

退，工龄在十年以上者每年发一月半工资，十年以内者每年发一月工资作为安家补贴，除此

而外在职职工中有欠款和企业富余人员、已离岗人员，买断工龄作一次性了结，每人安置费

6000元，工龄每年200元。10月上旬结束，全区由68人减为29人，在岗的二线管理只留

3_-5人，其余都到门市买断商品、个人承包经营，这个办法在全县推行后供销社靠收房租

费维持运转，改革又取得了阶段性成果o

这次改革供销社甩掉了商品包袱，缓解了人事包袱，但经济包袱仍然沉重。追收货款、

集资要帐、银行逼债等压得抬不起头来，积重难返，回天乏术，职工占用门店拒交租金，直

接涉及到管理人员和离退休职工，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和养老金。供销社面临着必须再次

深化改革。1998年3月县联社在综贸公司搞试点，从清理资产和债权债务人手与银行协商同

意，用房产抵交部分贷款本息了结账务，然后开始处理资产，对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公开、公

平、公正拍卖，一次变现，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一次性划拨给社保局，在职职工买断工龄解除

合同，然后偿还社员股金、个人集资款，余款邀请各债权人协商座谈，按比例偿还。1999

年，农资公司面临多起民事诉讼无法应诉，向法院书面报告请求破产，在原告方起诉生效

前，6月23日青川县人民法院受理公司请求，正式立案破产，一切债务按《破产法》解决，

其结果与综贸公司大体相似。2000年7月27日，县联社印发青供联02号《供销系统产权制

度改革方案：》。除沙州、竹园区社因资产总额不够安置职工，维持现状未改，其余六个区社

和土产公司都按照综贸公司的模式在2002年底前先后改制结束，处理资产、安置职工、人

员分流、偿还债务、保留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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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86年

1986年初，县社建立<青川县供销合

作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有陈杰章、张金

和、邓茂全、唐均、杨德均、罗兴德。随即

抽调罗兴德、张正奉、马自勉、曾易太、谢

裕昌等五人，经三年多时间，纂写出1985

年以前的《青川县供销合作志》o

1986年，青川的大宗农副产品早已放

开经营，供销社收不起来，经营困难o 5月

15日，县人民政府召开电话会议，陈先明

县长在会上宣布，谁扶持生产、谁经营产

品，供销社是木耳、香菌、核桃经营的主渠

道，从此实行专营o lO月县社组织核桃联

营，效果很好，以后数年这三个品种在专营

的前提下，内部紧密联营，取得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o

1 987年

1987年冬，拆除1955年修建的砖木结

构一楼一底十间办公用房。在原址由青川县

城建局设计，蓬溪县建筑公司中标承建县联

社综合大楼。总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总

投资70余万元。

1 988年

1月12日，茶坝区址迁凉水，同时撤

销茶坝区社建制，改为茶坝分社，与三原分

社一起划人乔庄区社。楼子分社划归凉水区

社o

1月，成立“青川县凉水区供销合作

社”，固定资产、流动资金、人员从关庄区

社分离出来，同时将大院分社、毛坝分社划

归凉水区社o

3月，原房石区社的石坝分社，划人关

庄区社，人员、财产只作账面转移o

3月18日，青川县人民政府决定，青

川县农村集体商业划回供销社领导管理，县

联社设集体商业科，接管集体商业公司的行

政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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