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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七十载 砥砺奋进书华章
——写在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成立70周年之际

改革开放的春风，激活了沉睡的乡村，供销社经历阵痛，
走出“至暗时刻”，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在发展现代农业、促进
农民致富、繁荣城乡经济中发挥独特优势，担当起更大责任。

一部供销合作社的沉浮录，解构了“三农”工作大局、推进
农业现代化、脱贫攻坚等宏大历史主题的重要章节。

在改革的激活下，市供销社给出了漂亮的答案，并落实到
渺小的细胞单元——

芒种节气，是农民最繁忙与期待的时节。在大足区石马
镇，老马乐得安闲，望着盘山的梯田，眼中满是期待。

这里是大足区石马供销社红灯社区综合服务社，村门口
就有为农户供应所需的农资、农具，开展以“耕、种、管、收、贮、
销”为体系的土地托管服务，畅通了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这便是老马在农忙时节得以安闲的底气。
“梯田守望者老马”还原了乡村农业生产闲适的一面。距

石马镇95公里以外的九龙坡西彭镇，则描绘出一幅乡村生活
惬意的景象。

西彭镇长石村有一家当地村民心目中的“星级农村综合
服务社”，服务社店长谭淑正在快递物流区忙碌。

快递不进村，包裹散放在路边，村民要去主干道取，寄快
递要跑镇上，这些是村民们收寄快递的痛点。

服务社建成后，不仅为周边居民提供快递收取、邮寄服
务，还为村里农户提供农副产品寄售窗口，并将志愿服务中心
落地，提供手机充电、医疗救急、文化培训等服务，更细致的新
型职能迅猛在乡村下沉，渗透进村民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这两个片段是市供销合作总社牢记为农宗旨，持续深化
改革的阶段性缩影。

事实上，市供销合作总社深化改革之路可以回溯到6年之
前。

2015年以来，重庆市供销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推进联合合作、上
下贯通，实现全市供销改革“一盘棋”，初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
济需要、适应城乡发展一体化需要、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
的组织体系和服务机制，通过深化综合改革，系统发展活力不
断激发、基层组织体系不断健全、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农服
务能力不断增强，重点改革任务圆满完成，改革发展取得丰硕
成果。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历时3年的“三社”融合发展，在巴渝大地上探索出了

一条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道路，为乡村经济发展添上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33岁的马泽超是奉节县骄泽蔬菜合作社联合社
的负责人。6月底，他将第一茬新鲜红辣椒放进了泡菜坛
子，两个月后，这坛红辣椒将开启新一轮征程。

7年前，同样是种植辣椒，马泽超却因为销量原因在
亲戚面前抬不起头。如今，他在奉节平安乡发展了5800
余亩红辣椒，带动1200户农户增收。

我市开展“三社”融合试点，通过组织形态、生产经
营、利益联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的科学有效融合，
把生产、流通、信用三大要素融合起来，共同推动农业现

代化。
马泽超的变化，正是来源于“三社”融合发展在奉节

县的实践。
一叶知秋。在“三社”融合发展实践中，市供销合作

总社不仅执着于田间地头，还笃行探索乡村发展的规律，
“供销电商”“农村金融”“村社共建”等新鲜热词纷纷入场
乡村舞台。至此，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阻隔渐行渐近。

几个鲜活的事例便是有力注脚——
730个日夜，市级电商平台“村村旺”充分发挥供销合

作社的组织和网络体系优势，积极探索以订单农业和网
络赋能推动农产品上行和消费品下行，用沉甸甸的数据
书写出重庆供销人致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华章，
一个颇具示范效应的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正茁壮成

长。
历时15天，行程6377公里，由奉节县供销社和重庆

市农信合作投资有限公司组成的调研团队，足迹遍布奉
节县33个乡镇，一笔笔助农贷款精准“滴灌”，“供销·易
贷”发挥金融扶贫“输血”与“造血”功能，在重庆大地上编
织出一张金融扶贫的“大网”，偏远山村处处秀出美丽乡
村气质。

全县33个基层社230个农村综合服务社新建改建于
2020年实现了全覆盖，石柱县沙子镇采取“财政投、政府
补、企业筹、社会集”和“村社共建”方式，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盘活了土地、林地、农房等资源，采取“专业合作社主
办、基层社入股合办”模式，搭建“沙家帮”农村电子商务
购销平台。

……
3年来，“三社”融合在组织形态、生产经营、利益联

结、体制机制方面实现有效融合，基层社与5400多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实现股份合作、生产合作、业务合作，指导
130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重庆农商行、农信集团贷
款10亿元，155万户农村常住农户加入各类农村合作经
济组织。“三社”融合发展成功入选2019年重庆市“我最喜
欢的10项改革”之一，通过推进“三社”融合发展，供销合
作社正在成为整合各类涉农资源、凝聚为农服务合力的
重要载体，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

破冰探路，综合改革蹄疾步稳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
客观的见证者。

新中国成立后，为服务城乡居民
生产生活，党中央决定建立全国性供
销合作社组织体系，从此供销社成为
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
带。

1951年11月，重庆市合作社第一
次社员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重庆
市合作社联合社，从此供销社俯首耕
耘在广袤的巴山渝水，凝心聚力，踏过
时代浪潮，忠诚践行“为农、务农、信
农”初心。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
决定》（中发〔2015〕11号），重庆市供销
合作总社系统综合改革全面启动，从
此供销社踏上改革之路，奋进前行。

3年之后，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
公厅出台《关于推进“三社”融合发展
的实施意见（试行）》（渝委办发〔2018〕
67号），“三社”融合发展全面推进……

风雨多经志弥坚，关山初度路犹
长。

供销社奋起在百废待兴的艰难起
点，崛起在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逐梦
在砥砺奋进的伟大时代。供销社，这
个充满历史感的名词，历经波澜壮阔，
恰是风华正茂；七十载供销事业在党
的领导下阔步迈进，归来仍是少年。

70年来，供销战线广大员工翻山
越岭，走村串乡，一副铁肩膀，挑起连
接党群、沟通城乡的重担。

70 年来，他们披星戴月，栉风沐
雨，一双铁脚板，走出服务“三农”，心
系百姓的阳光大道。

70 年来，他们不催不移，披荆斩
棘，一片赤子之心，怀揣绿色梦想，诠
释为农情怀。

与农业农村农户共荣，与乡村振
兴同脉，市供销合作总社深耕在巴渝
热土，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有梦、逐
梦、圆梦，让供销社的金字招牌在农民
心中扎根开花。

梁平区“三社”融合万亩榨菜基地喜获丰收

1963年沙坪坝区石桥供销社股票

长寿区汇鸣基层社为农户提供无人机飞防服务

忠县“三社”融合示范点汇金龙药材合作社金丝皇菊喜获丰收

时值建党百年，市供销合作总社持续推进“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一幅幅纪实性的农业社会化

服务画面、朴实铿锵的一线声音、纯粹真挚的灿烂笑容从
巴渝大地的四面八方汇集——

平均亩产510斤，每亩增产20％～25％，五倍子品质
提升，产品订单被制药企业承包，种植户笑逐颜开，重庆
农资集团走进酉阳板溪、涂市等地建设的“五倍子高产示
范基地”，构建项目发展新模式，规范运行模式，强化标准
化管理，提供技术团队，强化科技支持，助力当地“五倍
子”喜获丰收。

受寒流影响，蔬菜价格普遍上涨。为稳定蔬菜价格，
重庆农产品集团将“保价稳供”放在首位，采用“直采集
配”的方式降低蔬菜采购价格和流通成本，诠释赤诚为农
情怀。

重庆农资集团投身青蒿产业，对示范田基地的产前、
产中、产后进行整地、管护、收购等系列服务，解除蒿农后
顾之忧，助力黔（江）东南大健康产业快速发展。

……
主责主业更加聚焦，经营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市供

销合作总社以为农服务为主线，重点打造农资、棉花、再
生资源、日用消费品、电子商务、冷链物流、农产品加工、
粮食收储、金融服务等业务板块，构建起集农产品生产、
加工、冷链仓储、流通等各环节的农业全产业链服务体
系。

岁月苍茫，大地情深。这支为农铁军，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全方位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2020年12月，重庆智慧农服集团落户九龙坡，这表
示为农服务“国家队”目光投注到智慧农业这条赛道上，

乡村将被开辟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战场。
改变农业发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刻板印象，改善

田间劳作时“人牛力俱尽”的场景，于是开启了田间到“指
尖”的变革。

眼下，在渝北区青龙村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已
成熟的精品套袋爱媛橙沉甸甸地挂在枝头，标志着柑橘
进入了丰产期。

青龙村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在智慧农服集团的
组织下，积极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农业技术指导等，推进
农业社会化服务，购置履带运输机、收割机、履带挖机等
农机，种植大雅、沃柑、8号血橙、爱媛38号等特色中晚熟
柑橘1840亩，带动当地柑橘产业走向现代化发展“快车
道”。

近年来，市供销合作总社立足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和
运用，创新农业生产服务机制，聚焦全市实施乡村振兴十
大重点工作和十大特色农业产业，以柑橘、辣椒、青菜头、
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为纽带，大力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取得良好效果。截至目前，全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
超过652万亩次，开启现代农业智慧服务模式。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征途漫漫，惟有奋斗。而今，站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点，奋进“十四五”开局之
年，重庆供销人牢牢把握时代脉搏，阔步新的征程，书写
奋斗新篇章。

马小钰 图片由市供销总社提供

乘风破浪，社会化服务腾云驾“物”

脱贫攻坚显成效

昂扬高歌，“三社”融合润泽乡村

传承“供销精神”七十载，铮铮岁月见证着重庆市供
销合作总社的历史变迁，这十大事件定格了重庆供销人
矢志不渝为农服务的决心，闪烁着供销人光辉的记忆：

1951年11月，重庆市合作社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在
市政府大礼堂召开，重庆市合作社联合社正式成立。

1992年2月，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供销合
作总社联合社更名为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

2002年1月，市政府召开全市供销合作总社“两社两
化”工作会，“两社两化”正式展开。

2008年3月，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千社千店”安全
消费工程建成放心店1000个，农村信息服务站1000个。

2009年3月，全国供销总社与市政府在北京民族饭
店签署《推进“新网工程”建设、加快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合
作备忘录》。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供销
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中发〔2015〕11号）。随后，重
庆市委、市政府出台相关贯彻落实文件，印发实施方案。

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系统综合改革全面启动。
2017年4月，市供销合作总社承担全国供销总社“强

化基层社合作经济组织属性”专项改革试点。
2018年12月，重庆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出台

《关于推进“三社”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渝委办
发〔2018〕67号），“三社”融合发展全面推进。

2020年4月28日，市供销合作总社与四川省供销合
作社在成都签署《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
略合作协议》。

2021年6月18日，市供销合作总社牵头组建的重庆
三峡柑橘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

一切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事业都需要在
继往开来中推进，过往不会褪色，闪光的瞬间将永远镌
刻，市供销系统将继续擦亮供销社这块“金字招牌”，坚守
为农服务初心，答好兴农强社答卷，奋力谱写供销合作事
业新篇章。

相关链接》》

全系统坚持面向农业现代化、面向农民生产生活，加快向全
程农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向全方位城乡社区服务拓展，成立运营
市级智慧农服公司和万州、奉节、渝北等区县子公司，成立全市农
业社会化服务联盟，为全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搭建了平台，引
领带动基层组织全面参与农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实现涉农区县
服务全覆盖。

不仅如此，市供销系统还紧紧抓住国家启动“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的政策机遇，认真落实
市委、市政府部署，成功组建三峡柑橘集团并正式挂牌运
营，推动形成“三峡柑橘”产业统筹发展新格局。

在新世纪梁平区贫困户优质农副产品销售专柜，按照市场保
底价对贫困农户的农产品进行收购，然后统一销售到超市，解决
流通问题，助力贫困农户脱贫增收。

“农户富不富，供销扶上路。”这样的片段，是全市供销系统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生动缩影。在全国脱贫攻坚战中，市供销合作
总社坚定地执行扶贫举措，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智慧与力量。

近5年来，特别是2017年以来，市供销系统坚持把脱贫攻坚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充分发挥行业优势，积极
推动产业扶贫，在全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扎根基层的组织优势和立足“三农”的行业优势,坚决落
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
积极贡献。

在贫困区县改造建设基层社516个，实现涉农乡镇服务全覆
盖；新发展农村综合服务社2870家，行政村覆盖率60.4%；帮助贫
困区县发展产业基地400多个，惠及贫困户20多万户；全市1918
个贫困村100%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产业发展，全系统对口帮
扶村2019年全部如期脱贫。

美丽乡村入梦来

2018年，我市将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纳入污染防治攻坚
战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中，并赋予市供销合作总社牵头
负责全市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职能。市供销合作总社通过规
范管理流程，不断健全废旧农膜回收机制来解决田间白色污染，
让田间地头减“白”护“绿”。

作为全国农膜回收的“膜”范生，市供销合作总社加强宣传力
度，延伸回收网络，进一步规范管理流程，打通废旧农膜回收工作

“最后一公里”，多措并举，保障废旧农膜回收工作，在广袤的巴渝
农村继续践行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扎根农村、熟悉农
民的乡土优势，不断加强与村支“两委”合作，探索“村社共建”“党
建带社建”新机制，在促进乡村善治中发挥作用，实现废弃农膜回
收利用一体化，不断加强与村支“两委”合作，探索“村社共建”“党
建带社建”新机制，在促进乡村善治中发挥积极作用。

结合污染防治攻坚战、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
市供销合作总社已建成废弃农膜县级贮运中心39个，乡镇（街道）、
村级回收网点3000多个，近3年回收处理废弃农膜3万多吨。

战“疫”保供勇担当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春耕保供“三线作战”中，供销人奔忙的身影坚定而从容。

全系统闻令而动、尽锐出战，全力投入抗疫保供稳价、保障农
资供应、服务农业生产，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充分彰显了供
销合作社作为“三农”工作“国家队”的责任担当，得到了市委、市
政府和全国供销总社的充分肯定。

去年疫情期间，全系统承担了全市70%以上的农资供应量，累
计供应化肥240万吨、农膜3500吨；组织供应果蔬、粮油、肉类等农
畜产品7万多吨，提供防疫防护用品2万多件，外调农产品500多
吨，捐助湖北农产品、农资200多吨。农资集团、农产品集团、日用
品集团等在农资保供、重要农产品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万州区供销社筹资6000万元，全力保障春耕农资供应；梁平
区供销社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保障城市蔬菜供应。在抗击疫情
这场斗争中，全系统涌现出一大批催人奋进的先进典型。

今年以来，全系统继续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
各项工作，在战疫情、保春耕、畅流通、稳物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截至目前，全系统未出现一例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未发
生一起疫情防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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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011年市社办公大楼

巴南石滩基层社代耕代种场景

新办公楼

南岸放牛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分红大会上分红的村民

綦江区可降解地膜试验基地

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援助湖北孝感农资化肥保障疫情期间春耕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