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2024年，四川省供销社系统认真落实
省供销社第七届理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部
署要求，围绕年度工作要点明确的重点任
务，取得明显成效。2024年前 11月，全省供
销社系统实现销售总额 2517.4亿元，同比
增长 21.4%，增速位列全国第 2位，保持稳
中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

全省供销社系统积极融入“三农”工作
大局，以组织服务农民为主线，在供销社为
农服务传统主业方面，持续巩固。2024年
1—11月，全省供销社系统传统主业指标保
持较大幅度增长。累计调入化肥、农药、农
膜等农资 625万吨，累计销售农资 592.3万
吨；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2185.3万亩次，同
比增长 34.9%，增速位列全国第 2位；实现
农产品销售额 1257.7 亿元，同比增长
17.3%；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982.8亿元，同比
增长 29.2%；实现再生资源销售额 125.8亿
元，同比增长 37.6%。社有资产监管不断加
强。截至 2024年 11月底，全省供销社系统
社有资产总额 284.57 亿元，同比增长
23.72%。此外，社有企业改革持续深化，各
地供销社加快推进社有企业改革，比如，省
属社有企业按照为农服务 5大主业，构造
“1+4+4”企业发展新格局；南充市供销社
与四川省老邻居公司深化合作，以省市县
“三级”企业联合运营模式建成分店 10余
家，实现销售额 1500万元。

截至目前，全省供销社系统采取联合
社帮扶、企业带动等多种方式，认真落实 39
个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五项措施和越西
县定点帮扶十件实事。利用“832”平台和四
川消费帮扶网，助销 39个欠发达县域农产
品 3.7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四川消费帮扶
网”累计交易额 3000万余元，入驻企业 250
余家，上架商品数量 3178个。同时，还组织
了全省供销社系统参与 2024年“消费帮扶
新春行动”“消费帮扶金秋行动”，帮助脱贫
地区销售农产品 6.25亿元。认真落实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援疆工作安排部署，推
动全省供销社系统开设新疆农副产品销售
专区（专柜）506个，2024年 1—11月，销售
新疆果品 2万余吨，销售金额超 2亿元。

三大攻坚行动正在推动全省供销社系
统旧貌换新颜，发展势头良好。

二

近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赋予供销合

作社服务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
仓”、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建设、助
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建设农业强省
等重要使命任务，为做好这些任务，全省供
销社系统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多
类型服务，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护航。

数字赋能，为农服务新业态不断拓展，
全省供销社系统积极探索为农服务新业
态、新模式。四川省天府粮仓集团与市县供
销社系统、优质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联合合
作，推行“农资供应 +农业社会化服务”模
式，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利用一体
化运营服务，据统计，四川省天府粮仓集团
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达到 210 万亩次；广
元市供销社拓展电商业务，通过短视频引
流、直播带货实现收入 2500 万元；绵阳市
梓潼县供销社采取“供销 +镇（乡）党委 +
村（社区）”模式，建成全省首个供销集市
（即金龙供销集市），创新打造为农服务综
合体；宜宾供销炙热无醇燃油公司创新无
醇燃油供给，在宜宾首创无醇燃油新型模
式。
“金融伙伴”助力供销社拔“新”生长。

四川省供销社加强与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
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等金融机
构合作；省属社有企业与金融机构联合开
发“粮油贷”“肉牛贷”金融产品，2024年累
计为小微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贷款 2.4亿元；
绵阳市供销社积极探索农村产权交易服
务，办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768宗，村集体
和农户实现财产性收入 1.6亿元；德阳市供
销社组建成立 3 家农村会计服务公司，为
基层组织、农民专合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等
500余家单位开展会计服务；资阳市供销社
建立“政银社企”工作机制，推动 5家金融
机构与 14家社有企业开展战略合作。

擦亮“金字招牌”，供销社品牌影响力
持续提升。加快推进全省供销社系统“川供
天下”公用品牌的商标注册及用标管理，评
选特色农产品优选品牌 127个，逐步提升
“川字号”农产品影响力和美誉度；参加第
十三届中国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邀请全
国 14个省级供销社和省内 14个市（州）供
销社 78家茶企参展，集中展示茶产品 100
余种；成功举办四川省第一届供销社茶产
业发展推介会，签约金额 1.34亿元，持续提
升供销社茶产业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
力；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四川（彭州）蔬菜博
览会，邀请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及重庆、
湖南、广东、宁夏等 11个省（区、市）供销社

系统参加并开设供销社系统专场。
全省供销社系统围绕“实现高质量发

展”，加强专业化、规模化服务，农业社会化
服务范围从农资供应向“供销 +”社会化服
务新模式延伸，加力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
的“生力军”和“国家队”。

三

为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四
川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决策部署，全省供
销社系统以更广领域、更高质量的开放合
作，加快推进全省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
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四川实践作出新的供
销贡献。

四川省供销社率先垂范，先后与重庆、
浙江、新疆等省区级供销社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同时，与广东、河南、安徽、西藏等省
区级供销社围绕农业社会化服务、商贸连
锁、社有企业转型升级、助销农特产品等领
域深化务实合作。四川省供销社与四川省
农业农村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推进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构建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等五大领域深化合作，共同致力
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和服务农
业强省建设，受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和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与四
川省市场监管局、省烟草专卖局、省商务厅
深化战略合作，在品牌建设与保护、烟草专
卖许可、外贸进出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
方面取得务实成效；与交通运输、邮政、政
务服务等部门合作，促进“交商邮供”“政务
服务 +供销”等合作持续深化；与中国农业
银行四川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
行等金融机构合作，为供销合作事业发展

提供金融助力。围绕项目共谋、产业共建、
利益共享，四川省供销社还与广安市、巴中
市、内江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动社
市合作迈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
平。

通过推动具有对外贸易资质的社有企
业加快“走出去”，与东欧、中亚、东南亚等
地开展贸易合作，重点开展农资、水果、棉
麻、茶叶等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进而促进外
贸增量提质。从国际贸易看，全省供销社系
统社有企业进出口贸易呈现快速发展态
势。值得一提的是，省属社有企业蜀茶集团
在乌兹别克斯坦开设首个国外蜀茶品牌茶
叶店。

从全省供销社系统内看，目前，省属社
有企业纵向与 41家市、县级社有企业建立
了股权、业务连结，市、县级社有企业加快
横向纵向联合合作，项目涵盖农资、农业社
会化服务、再生资源、会计服务、仓储物流
等诸多领域，带动全省供销社系统各项主
要指标实现较快增长。从全省供销社系统
外看，持续加强与浙江、重庆社有企业合
作，共同发展蓝莓、中药材、再生资源等产
业，助推东西部协作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扎实开展与泸州老窖、深农集团、
东部城乡、特驱集团等企业股权、业务合
作，共同开发天府粮仓酒品、发展城市配
送、运营高标准农田、拓展大宗粮贸，在合
作共赢中发展壮大。

鼓励各级社有企业开展对外合作交
流，四川省农产品经营集团下属川供天下
公司与多省市企业合作，共建四川优质农
产品进粤港澳大通道；绵阳市供销社与进
出口知名企业山东威海新大东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搭建起绵阳农特产品“借港出

海”新通道；达州市供投集团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合作成立巴山食荟农业公司，为
中小学校、机关食堂开展食材配送业务；广
安市邻水县供销社以社有企业恒通再生资
源公司为支撑，深化与其他市场经营主体
合作，构建了全县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一张网”。

四

四川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决定》明确
要求“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寄予四
川供销合作社事业发展殷切希望，也赋予
四川供销改革发展新的使命任务。

新时代供销社的业务，既有传统业务
的升级，也有新的任务和功能拓展。以完善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切入点，建设供
销合作社县域为农服务综合平台，以“积极
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切入点，完善
供销合作社现代流通服务体系，以“更大力
度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切入点，着力
提升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结
合四川实际，全省供销社系统持续推进农
资供应、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销售、日
用消费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
设。

深入开展“绿色农资”行动，推动完善农
资分级储备制度，完善农资终端配送网络。
大力开展育秧育苗、良种推广、统防统治等
服务，加快生产性为农服务中心建设，培育
做大四川省天府粮仓集团。完善县域流通服
务网络，拓展“川字号”农产品出川出国销售
渠道，大力发展消费品连锁经营，推进老邻
居等社有龙头企业深化与市、县供销社联合
合作，深化“交商邮供”融合发展，在城乡双

向流通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全力以赴落实四
川省供销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方
案，按照“供销系统为主、其他市场主体积极
参与”的原则，加大合作力度，加强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项目建设，总结推广标准化规范化
回收站点建设经验，加快构建以四川省天府
再生资源公司为龙头、以产业园区和分拣中
心为骨干、以基层社回收网点为支撑的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体系。要管好用好社有资产资
源，放大供销合作社网络渠道资源优势，共
建产业链，打通供应链，真正建成全省供销
社系统“一张网”，主动融入全国供销社系统
“一张网”。要充分挖掘供销社传统文化资
源，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建设，既要宣传
老供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还要宣传新
供销“联结城乡，服务‘三农’”，充分激活供
销合作社品牌资源，提升供销文化影响力。
要推进业态创新。新产业新业态是供销合
作社的重要经济增长点，要围绕新型城镇
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农村新能源开发
利用、农旅文康体融合发展等新产业，发展
订单农业、直供直销、中央厨房、食材集配
等农产品流通模式，培育供销集市、社区食
堂、社区综合超市等服务业态，助力发展新
兴消费经济。

强基固本开放合作守正创新
———2024年四川省供销社三大攻坚行动提质增效

2024年 9月 29日，四川省供销社“开放合作”攻坚年行动现场推进会在广安市召开。
图为与会代表现场观摩广安区石笋镇基层供销社。

热烈祝贺四川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成立 70周年座谈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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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强基固本？

“这台高速播种机的优势非
常明显，尤其突出精准、高效这两
大优势，一天的播种面积能达到
五六十亩！”走进四川省绵阳市游
仙区供销为农服务中心，只见一
台台农机设备仿佛一个个整装待
发的“士兵”。中心采取市场化方
式开展农资供应、农机作业、农技
培训、农产品购销、再生资源回收
等社会化服务，建成农业生产全
程化、专业化、社会化、数字化服
务的综合平台，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面积近 2万亩，实现亩均增
产 50-150斤，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30-50元 /亩。

何以开放合作？

“每一种瓜果蔬菜都标好了
价格，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商品，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完
成支付后即可带走。”在绵阳市安
州区黄土镇的索草岭公路驿站，
摆放得井井有条的李子、西瓜、豇
豆等各色新鲜果蔬无人看守，原
来这是该驿站的一大亮点———自
助售卖。该驿站是安州区紧紧抓
住创建天府旅游名县机遇，依托
安州区供销社采取“供销社 +家
庭农场”的模式，突出“供销 + 旅
游 +交通 +公益”的合作特性，在
安州区旅游干线和优美风景点上
全力打造的旅游服务驿站。自
2024 年 2 月份投入运营以来，该
驿站帮助当地老百姓销售农产品
6.8万元。

何以守正创新？

“以数智化为引领，组建全国
首个产业化乡厨公司，研发数字
化管理平台，打造‘供销 + 乡厨’
新模式。”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乡
厨产业园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截
至 2024年 11月，宜宾市供销社
孵化乡厨企业 12家，实现月均产
值近 100万元，带动就业 2500余
人次。

不同地方，因地制宜，共同展
现出四川全省供销社系统强基固
本、开放合作、守正创新攻坚行动的
生动实践，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
是推动全省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新时代供销
合作社更好履行使命任务的现实
需要。

□本报记者马工枚 /文实习记者冯庄 /图

全省“供销人”正砥砺奋进、
勇毅前行，不断开创供销合作事
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打造新
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省和
国家战略腹地贡献更大的供销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