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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安达县供销社志》诞生了，我表示热烈祝贺!

《安达县供销社志》(以下简称社志)属于地方志的一

个分枝，编写地方志的目的，是为我国的自然，社会和人文

保存极其丰窑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考察历史上延续而来

的安达，前人已有记载；唐属黑水棘鞫、辽属长春'kl{、金属

肇州、元属元翰赤斤分地、明，滴属牡尔伯特。清朝于光绪

三十二年(1906年)设置安达厅(即今任民公社所在地)，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改设安达县，于中华民国--I。六年

(1937‘F)，县公署迁安达站(今安达镇)。

在县委的领导下，安达县正在编写新县志作为县志的分

枝一一《社志》的编写工作，我们这代人是责无傍贷，必须

用马列主义观点和辩证方法编写《安达县供销社志》，为社

会主义建设服务，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我们从一九八一年冬开始组织力量，内查外访，搜集资

料，借鉴外地经验，提出《社志》提纲，共七章三十一节组

成，第一章概述了伪满兴农合作社中央到地方概况，第二章

供销合作社沿革，第三章供销合作社的性质、任务，第四章

供销作用业务活动，第五章供销合作社的教育，第六章建国

前后历次政治运动，第七章大事记。经安达县志办公室批

准，予一九／k-"年九月下旬着手编写工作，于十二月末完成



初稿经安达县供销社党委多次审阅，现已脱稿。

《社志》记载，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一年，三十五年时

间供销合作社的发展概况，分阶段简要地反映了安达县供销

商业战线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巨大成就以及英雄业绩，同时也

阐述了前进中的缺点和问题。

在编写《社志》过程中，县志办领导，曾多方面的给予

指导。尤其是《情况反映》给编志工作指明了方向。加之在

安达县工作过的一些老干部，老同志亲切关怀，大力支持，

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编写《社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政篆、业务水

平低，加之无可借鉴，又缺乏经验，占有的资料不够齐全，

不够完正，其中错误、缺点和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恳切

地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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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县供销合作社副主任：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前 言

(一)

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供销合作社，是任何历史阶段没有

的新型经济组织，它的基础是由群众自愿组成的集体经济组

织，过渡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随着革命的前

进，事业的发展，进而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组

织从事农村商业工作。

供销合作社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各个时期的任务，认

真的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沟通城乡物

资交流，搞好生产生活资料供应，接受国家委托，积极收购

农：副产品，扶持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组织手工

业走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完成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起了很大的作用。

供销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国家新型的经济组织，它的一切

财产属于人民，一切活动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是其它制

度的国家不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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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从供销合作社涎生的第一天起，行政、企业

单独建制，下设业务(站)公司、基层供销合作社、批发

站、收购站以及遍布全县的分销{}f!：。一九五六年前属于党群

组织，随着供销合作社性质的过渡，一九五六年后，县供销

合作社属于政府机关。

伪兴农合作社。系伪满经济统治机关。一九二九年，日

本帝国主义者，于旅顺口登陆，侵我国土，杀我同胞，为

长期占领我国，于一九三一年搞沈阳事变，一九三二年在我

吉林省长春市(伪满定名新京)，建立伪满洲目，挟持溥仪

当伪皇帝，以达到长期占领我国，压榨人民，掠夺财富之目

的。与此同时，伪中央即成立兴农合作社，定名为。中央

会”，省为。联合会”，县为兴农合作社，区为办事处，

村、屯为兴农会，以有力实施它的经济统治政策，为其侵略

战争服务。

它的组织机构形式，县级兴农合作社，下设部、．系、

股，形式上与伪县公署同级，实际是特殊的经济组织，它的

任务是：统制经济，掠夺财富，为它。所谓”大东亚圣战服

务。
‘

通过对比，了解伪政权对我人民的残酷压榨，从而引起

我民族自尊。珍惜革命创业艰难。这是编写《社志》的出发

点和目的。

供销合作杜商业是社会_--b2Y．．制度下的新型商业，历史上

是没有的，它的发展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过渡、逐步

发展起来的。在上级社和县委领导下，千部逐年增加，职工

队伍逐年扩大，组织机构不断完善羽l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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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安达县供销系统广大职工、干部，正以坚定不移的

决心，遵循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方针和政綮，任劳任怨，勤

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为实现四化，振兴祖国经济

贡献自己的力量。 。

(二)

编写《社志》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的组成。安达县供销社

党委重视编写《社志》工作，是为了总结供销社诞生以来的

全面工作，并通过编写《社志》，使供销系统干部、职工了

解供销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于一九八一

年十月份，组成三名党委成员参加的编写《社志》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一名副主任具体领导，两名办事人员傲具

体工作。

(三)

编写《社志》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大量工作在于搜集资

料。几经周折，有很多历史资料无处查找，县档案部门供销

系统资料不多，远不麓满足写《社志》的需要。因此我们采

取以下三种形式：查档，请老干部老同志座谈，个别走访老

同志或知情人。三种形式之中，个别了解工作量最大，约占

正个搜集资料时闯90％左右。

供销合作社诞生以来，机构几次分合，加之安达县变

市、市变县，人员调动颇繁，资料深感匮乏，按年排列，确

有困难，如机构设置，领导人物等章节，只能根据找到的资

料，以一九四九、一九五四、--JL六二，一九七九四个年度

为例，简略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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