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销社，农民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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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政府、乡供销社、乡信用社、乡小

学、乡卫生所组合起来，新中国成立初

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具体形象，每

一个叫“乡”的行政单元，大约都有。朴

实的农民觉得，这组合就是新社会新气

象，共产党带我们去过好日子了。

其中供销社，是乡村市场的主

导，连接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

纽带，农民的知心朋友。采访“老供

销人”，说起当年的供销社，他们一脸

自豪，说瑞安供销社有七十二个离休

干部，厉害吧。

摄影师镜头里的
老供销社

摄影师陆陆续续拍下的老供销社——

仙岩供销社旧址，在河口塘，地理位置

好。仙岩地跨温瑞塘河两岸，北接梧田、南

白象，南连塘下、莘塍，历史上曾设仙岩区

（1952年由塘下区析置，辖仙岩、丽岙、梓

岙、罗南4乡，1957年撤销，并入塘下区），仙

岩供销社显然举足轻重。老照片上，仙岩供

销社的老建筑体量不小，三层水泥楼房，两

个阳台，三十六扇窗户，当初肯定是庞然大

物巍巍然。照片是十几年前拍的，“瑞安县

仙岩供销社”几个字已不在了。

平阳坑人民公社供销部，为什么叫“供

销部”呢？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进

入高潮，基层供销社与国营商业设在农村的

机构，合并改组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看来

“部”比“社”厉害。那个时候叫“大统”，连公

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个体商贩都九九归

一，一切商品购销由供销部独家经营，平阳

坑人民公社（包括平阳坑、凤翔、大南、清祥、

顺泰一片）供销部，大概就是在这背景下产

生。平阳坑老街上的老建筑还在，八间砖木

楼房就像身板硬朗的老人，听说当年飞云江

上游洪水一来，水漫到供销社屋里的记号还

在，不知那些惊心动魄的抗台抗洪故事，是

否还在“老供销人”的口中流传。老房子上，

背街的“平阳坑人民公社供销部”十个大字，

均匀布局在八间屋檐下，白色灰塑，六十多

年了竟然完好，简直熬成了文物。

塘下供销社旧址。当年塘下是一个区

（包括塘下、鲍田、海安、场桥、梅头、仙岩、丽

岙一片），这里是区公所所在地，有供销社、

粮管所、税务所、工商所、农技站、文化站，这

是一个“区”的格局。在农业发达的沿海平

原，集镇密布的塘河两岸，水运便利的码头

地，为农服务的供销社大有作为，1979年塘

下区供销社生产资料专业商店被评为浙江

省先进集体，1981年塘下区供销社被评为

温州市先进单位。塘下供销社在塘川街，紧

靠塘河码头，老建筑的墙面粉饰过，金色很

显眼。

城关供销社旧址在哪里？“老供销人”

说，城关供销社旧址在吊桥头，解放东路与

涌泉巷交汇处，一排十几间店面。城关是个

什么概念呢？城关，即城区。简单地说，

1949年9月瑞安置城区，1956年撤城区并

入城关镇，1958年置城关人民公社，1959年

置城关镇，1961年恢复城区，下辖城关镇、

横山乡、隆山乡、北龙乡、北麂乡，后又增设

了红旗乡。1989年撤城区，撤横山、隆山、

红旗乡，归属城关镇。1992年撤区扩镇，东

山镇并入城关镇，地域够大。城关供销社也

是不会不牛了。

北麂供销社旧址在海利村，供销社是岛

上最热闹的地方，水产公司、盐站、粮站、信

用社、邮电所、乡政府在一块，是一个岛的办

事中心。如今老建筑仍在，挂着“瑞安市飞

云中心供销社北麂分社”的牌子。

马屿供销社旧址，在双屿北路，听说是

瑞安体量最大的乡村供销社，现在看去还可

以用雄伟形容之。新华供销社旧址在前池

村，新华乡是属于塘下区的一个乡，后并入

鲍田乡，“新华供销社”五个字还在，建筑很

老了。碧山供销社旧址在前村村南路，“碧

山供销社”五个楷体字很古朴，下面是超市

广告。湖岭供销社旧址在兴湖路上，如今也

开着超市。外桐供销社旧址在大路村，欧式

老建筑依然健壮。

摄影师一一拍下，存个念想。

供销社：
好汉不提当年勇

供销社有悠久的历史。史志载，1949

年底建立瑞安县供销商店，旋改为瑞安县供

销合作总社，至1952年底全县有基层供销

社 38个，入社农户 8.2 万户，股金 14.6 万

元。1954年改名为瑞安县供销合作社，为

全民所有制。1956年全县的区设供销合作

社，乡设供销站，部分村设分销处，大致格局

一直这样。至1957年，供销合作社迅速发

展，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

性流通网络，成为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

这是供销合作社发展的黄金期。有点买卖

都在供销社，紧张的物资凭票证供应，什么

布票、煤油票、香烟票、糖票，有五花八门的

票。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机构分分合合，

合合分分，1977年最后分开了。两者怎么

分工呢？简单地说，国营商业负责城市这一

块，供销社负责农村这一块。

查资料，供销社的业务有商品销售，买

生活用品如盐、糖、酒、棉布、百货、五金、煤

油，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薄膜、农具，

1963年瑞安县供销社农业生产资料站曾被

评为浙江省财贸方面先进单位。

有农副产品购销，如生猪、禽蛋、土红

糖、棉麻、茶叶、蚕茧、土纸、皮毛、蜂蜜、中药

材、木炭、油桐籽。当年农民生产的土红糖、

土纸，都是供销社收购的呢。

有废旧物资收购，如废铁、废铜、废铝、

杂骨、破布、废纸、废塑料。收购站，收破烂，

就指的这个。

至今犹记，家家离不开供销社，买盐、买

酱油、买火柴、买肥皂、买煤油都要去供销

社，村路上常听到的打招呼是“哪里去”“去

供销社买点东西”。供销社自有店铺格局，

营业员站在柜台里面，顾客站在柜台外面，

不像超市的敞开式。你想买哪样东西就用

手指指，问多少钱，而不讲究什么品牌、型

号、材质、产地、生产批号、出厂日期、营养成

分、添加剂，听都没听说。

人们相信供销社，相信供销社老张老

李，有空闲也到供销社转转，店堂外站站，谈

谈粮食年成，谈谈新推广的化肥与良种，听

点社会新闻小道消息，堪比群聊。这里是乡

村的“芯”，许多功能都是从这端生发出去。

在供销社上班是美差，能和供销社的老张老

李拉上关系，算是地方上的能人。

供销社，
叫人怎么不想你

怀念供销社是必然的，中老年如今想起

小时候去供销社打酱油，想起去供销社用2

分钱买糖粒，还是甜滋滋的。今年春我与家

人去集云山游玩，看到横山供销社旧址被

“美丽乡村”起来了，非常漂亮与怀旧。想当

年，一棵大树，一个佛殿，一块风水宝地，驻

扎一个供销社，村民喜欢来“打卡”。这儿的

地名叫猪头岩，从山下到山上要爬山岭，供

销社职工背着货物上山做买卖，被誉为“背

篓精神”，一心为民、不怕吃苦、持之以恒的

精神。当年“老供销人”的敬业佳话，一直流

传。我的亲家老王说，那个时候家在城关，

人在山区供销社上班，只顾工作难顾家。岁

月悠悠，大起大落，横山老供销社六间旧房

子倒坍了，老百姓怀念它，于是在供销社旧

址（包括乡政府、邮政所、广播站、小学旧址）

打造了一个美丽乡村景点，人们坐在树下休

闲也在怀旧，想想共产党的好。

看看书刊里描述的乡村供销社——

阿志是仙降供销社营业员。当年想做

新衣裳，要先到供销社买布，方言叫剪布。

他按你身高和布宽，计算出至少要剪几尺几

寸布，然后“呼呼呼”地量布，转眼间“啪”地

一抖，布匹已在要剪开的地方成了对折。然

后问：剪下了？客答：剪下。然后剪刀叉开

“嗖”地一下，一放下剪刀就报出钞票和布票

数额，叫一口清。（陈思义《神仙降临》）

记得儿时，海上流动的人口上万，特别

是来自福建的白色单帆的渔船布满了港

湾。每当刮风的日子，岛上到处都是来自各

个地方的渔民，不同的方言此起彼伏。供销

社里更是人头攒动，不少渔民赶来购物，这

里成了他们临时的家。当然，也有不少渔人

聚在副食品柜台前，或围在院子的角落，一

边喝酒，一边嗑着花生米。（陈振清《记忆中

的双北供销社》）

卫生纸由温州市供销社下属单位——

温州日用杂品公司统一经营，公司下设卫生

纸经营组，专门负责卫生纸的收购销售和原

料供应。先在瞿溪设立卫生纸收购站，后为

方便纸农就近销售，分别在温州藤桥和瑞安

潮基岩头设立收购点。（林志文 周银钗《泽

雅造纸》）

供销社，
老树开了花

后来的供销社怎么样？

潮起潮落，风光不再，遍地开花的商家

店铺把它挤到边缘。在改革试点中瑞安供

销合作社改为集体所有制，成立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清股扩股，摸着石头过河。后来，实

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用一个“包”字，激发积

极性，提高效益。人们记得深刻的是1999

年之后，供销合作社实行产权制度改革，产

权转让，职工转岗，重建股份合作企业，重组

基层中心供销社，参与组建农民专业合作

社，互联网在颠覆传统商业流通方式，供销

社怎么办？

迂回曲折，一言难尽。

转折点。2006年瑞安率先开展“三位

一体”（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

新型合作体系探索，全省还在瑞安开了农村

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培植新生事物。

有为才能有位，为农才能兴社，供销合作社

从而风生水起。

社会大步向前，瑞安探索生产、供销、信

用“三位一体”，供销合作社回归了，在马屿、

平阳坑、陶山等为农服务中心，我们看到了

新业态与新探索，如长篇报告文学《大道兴

农》（俞颖 陈关杰 潘勤勇著，红旗出版社）所

说，探路15年来，瑞安给出了切合自身的答

案：以生产合作为基础、供销合作为核心、信

用合作为支撑、农合联为主体，强化“农有”

“农治”“农享”理念，大力推进农业专业化生

产、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让农户享受

到了实在的改革红利。

许多人来瑞安参观取经，供销合作社名

声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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