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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县供销合作社志》经过编辑人员四年辛勤耕耘，现己付印

出版，这是金县供销社值得庆贺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社志》的

编纂工作始于1986年10月，1991年5月最后定稿付印。由于工作原因

我们先后组织分管了这部志书的编纂工作，深感能编纂这样一部志书

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为此，特为志书写点前言。 ．

．“盛世修志”是一项服务当今，传世后代的系统工程。志书的作

用，前入曾概括为“资治、存史、教化’三大功能。修好《社志》是

我们这一代合作社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对提高供销合作社的

地位，扩大影响，遗墨后代，促进供销合作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具有

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值得欣慰的是经全县供销合作社工作者的共

同努力，终于在我们这一代编纂成史志，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编纂这样一部《社志》在供销社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化了不少·

心血，负责编纂志书的工作人员先后赴省、县档案馆(室)查阅金县

合作社兴起，发展(1930—1988)59年共2474卷历史档案，摘录卡片

2 1 98张，文字7 1．3万字。在大量资料中，搜集成22万字入志。最后又

邀请县志办蓝石永，县社部分老领导、部分老供销工作者以及有关人

员：上官英鹄、王炳坤、缪明松、朱庭喜、包陈孙、王樟奕、宋明

星、陈毓俊、王亚新等帮助审稿。他们都认为这部志书的编纂具有一

定的深度和广度，客观、翔实地反映了我县供销合作社所走过的59年

艰苦、曲折的历程，对指导今后工作具有借鉴作用，同时这也是一部

教育后代供销社工作者的历史教辑书，能使全县供销合作社工作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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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益和激励，继往开来，奋发向上，开创供销事业的新局面，在新

的历史时期谱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 ．

在此，我们分别代表遂昌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第四届理事会，第

五届社务委员会向修志人员，向关心、支持编纂本志的有关部门和热

心修志事业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

勿、夏眇毙捕谈
一九九一年五月



凡， 例

一、《遂昌县供销合作社志》(以下简称供销志)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

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并以

《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撰写的一部具有时代特点、行业

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专业志。

二、供销志的内容，包括中华民国时期合作事业，社会商业的兴

起，变迁、衰亡的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以下简称：建国后)

供销合作事业的起源、变革、发展，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农村多种经营

发展情况。以业务性质分门别类，各类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经纬结

合，纵横交错。

三，供销志的撰写结构，采用章、节层次，下设一、二，三⋯⋯、

(一)、(二)、(三)⋯⋯、l、2、3⋯⋯等记述。全志共分1 l

章，47节。其体裁，包括志、记、表、图、照片等五种记叙形式。

四、供销志的文体，采用规范化的语体文。写作按第三人称。志

书中的字体．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外，一律用1958年国务院公布的

《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五、供销志的年代断限，上限起遂昌县有合作事业的公元1 930

年，．下限至公元I 988年。部分章节为便于叙述，可上溯或下延。个另lj

方面延伸到1990年底。

六、供销志的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以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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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习惯称呼。历史纪年除在志书的扉页上冠以“公元一外，志书中

全部省略搿公元"二字。地理名称、企业称谓，均写明原来名称，或

加以必要的注明。 ，。

七、志书中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外，一律用阿拉伯数

字。计量单位，建国以前的度、．量、衡单位和货币，均按当时当地的

史实记载；建国以后，列表数字，均按照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公布

的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编制的常用法定单位。但又因为记叙当

时史实，仍有旧制，使用旧制文内加注如市斤、公斤。

八、供销志书中所示的全县供销社系统网点分布图，示意范围是

县联社暨各公司、车队、工厂和基层供销社、供销分社、代购代销店

以及归口集体商业的网点，是根据1 984年绘制的遂昌县地图绘制。

九、志书中的数据。解放前，来源于省供销社和县档案馆存的民

国政府时期的档案资料；建国后，来源于县联社统计、财会、人事等

科(股)室年报以及所属企业基层报表。供销社和商业局合并时期的

数字，是根据l 982年遂昌、松阳两县分县和国合分开时县统计部门组

织分掰给供销社系统的数据。但县商业局和供销社机关和所属县以上

企业有关干部职工人数、费用开支、销售数量、金额、资金、利润等

数据，因遂、松两县合并期间汇总数难以分掰，均按原汇总数据延

用，加括号注明(含松阳县)。

十、志书的篇目次序，基本按照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先后进行排

列。 搿大事记’’排在正文前面，作为整个志书的轮廓。 “附记"排在

最后，以作全志书的志余和正文的补充资料。扉页后附有志书的前

言，凡例、网点图、照片、目录。

十一、志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称谓，一般都先冠金称，尔后简称．

为：党中央，省、地县委，社(局)党支部、党组、党总支、党委等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称谓，略去中共委员会等字；使用供销合作社名称，一般在每章、节

的前面冠有全称，尔后简称为：全国总社、省、地社，县社，县联

社，基层社等；有关商业局、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简称为：国、

合商业⋯⋯。 ．

十二、志书中所示币制，除中华民国时期沿用其币制名称外，建

国后，一律为人民币。1955年3月1日前所用的旧人民币，已换算为

新的人民币，即一万元旧人民币等于一元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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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窖，山东省临

邑县人。1910年出生，

1946年八伍，1949#-南

下，同年8 R由中共遂

昌县委调派负责筹建县

社．1950年1月一1952

年7冗任主任。固档案

资料不奎，照片抉。

匡王习
(第一任主任)

田宝璋
(第二任主任)

秦贞友
(第三任主任)

区至盈匠至盈
(第四任主任) (第五任主任)

上官英鹄
(幕六任主任)

谢关达
(第七任主任)

毛瑞庆
(第^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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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县供销

合作社联合社办

公大楼

荣获县以上商业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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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县土特产公司

遂昌县工业品公司、副食品公司





浙江省遂昌茶厂p

天坛牌特级珍眉荣获第二十五届

世界优质食品金质奖

遂昌茶厂精制的各色名茶

i餐答装箍

蕊天坛牌特级殄用心h虻浙k省人是政府啄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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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供销大厦

供销大厦宾馆

服务总台

石练商场



遂昌县罐头食品厂生产

的出口清水笋罐头

大柘供销社扶

持的茶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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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口供销社收购的毛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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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社社志编辑室成员，

从左至右：龙锦云、周洪源、
罗正阳、华汉达、徐昌裕、

罗鸣离。

县供销社机关

幼儿园

遂昌县供销合

作社职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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