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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70年｜“一把手”谈发展（十五）

□本报记者胡斌文 /图

德阳供销
幸福城乡之歌

姜海军（德阳市供销社）

乡村田野

在德阳广袤的田野上，

晨光初现，露珠闪烁光芒。

供销的春风，拂过每寸土壤，

唤醒希望，播种梦想。

田埂间，供销人的脚步铿锵，

他们走村串巷，心怀热忱，

如蜜蜂般勤劳，采集丰收的捷报。

春种希望，秋收硕果满仓，

供销人与农户，心手相连，

在希望的田野上，共同书写辉煌。

金黄的稻穗，翻滚的麦浪，

是大地对供销人的赞歌，

每一粒粮食，都蕴含深情，

每一颗果实，都讲述着供销的故事。

城市驿站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光映窗，

德阳城里，供销驿站一张网。

农产品的舞台璀璨又宽广，

城乡之间，希望如织传递忙。

驿站内，琳琅满目满庭芳，

果蔬鲜嫩，土特产齐聚一堂。

供销人穿梭其间影匆忙，

整理分类，打包温暖递四方。

直播间内笑声扬，掌声响，

主播风采，镜头前尽情绽放。

每一次点赞，购买心向往，

供销人心花怒放，城乡融合有望。

这驿站，集采集配人气旺，

更是文化交融的新曙光。

感受乡村，淳朴韵味悠长，

品味城市，繁华盛景难忘。

城市之光，驿站盎然生机藏，

城乡携手，共绘发展新希望。

爱心助农

供销助农的征途上，

领导心系田野宽广，

党委政府引领方向，

供销战线齐心协力，

社区组织、志愿者携手前行。

政策扶持，资金注入，

为供销助农赋予磅礴的力量。

企业纷纷伸出援手，

用实际行动，诠释大爱无疆。

搭建平台，拓宽渠道，

让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

这份大爱，如甘霖滋润心田，

让农户沐浴在关怀的暖阳。

新供销人，是传递爱的使者，

见证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旅程，

见证农户一步步走向富裕的蜕变。

每一次助农行动，都责任重大，

每一次成功，都坚定前行的方向。

幸福城乡

展望未来，供销助农的桥梁更加坚固，

连接城乡，连接民心与梦想。

用智慧与汗水，编织美好未来，

乡村田野更加丰盈，

城市餐桌更加丰盛，

供销助农架起连心的桥，

乡村与城市携手并进，共创辉煌。

供销助农驿站，一店多能多赢，

让我们共同举杯，

为供销助农的辉煌成就，

为城乡融合的美好愿景，

为每一个默默奉献的你，

献上最真诚的祝福与赞赏！

让我们携手并肩，

在供销助农的道路上，

勇往直前，共创美好明天！

让爱与希望，在城乡间流淌，

让幸福之歌，永远在德阳大地唱响！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奋力谱写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近年来，四川省遂宁市供销社系统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落实中省市关于深化供销合
作社综合改革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三
农”工作大局，不忘为农服务初心，牢记为
农服务宗旨，着力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射洪市供销社、蓬溪县供销社成功进入
全国百强县级社，涌现出党的十九大代表、
全国供销社系统劳动模范人物蒋乙嘉，海
龙村供销合作社成功申报全省首个“供销
合作社传统教育基地”。全市供销社系统
“党建领社建”“三联三建”“四个建”“四个
主体建”“三人扶贫”等改革经验被新闻媒
体广泛报道，全市供销社系统呈现出总体
向好、活力增强、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
势。2024年，全市供销社系统实现销售总
额 150亿元，较 2020年增长 73.2%。

争取重视支持
供销合作事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近年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四川
省供销社关心支持遂宁供销改革发展，
2021年 6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
书记、理事会副主任韩立平莅遂调研，对遂
宁供销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2024 年 4
月，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蔡邦银
一行赴遂宁市调研指导供销社工作。市供
销社加强向党委政府请示汇报，市委、市政
府领导多次对供销工作作出指示批示，市
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市委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会议多次研究供销社综合改革
工作。2023年 10月，市委、市政府出台《关
于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加快建设
为农服务综合平台责任分工方案》（遂委办
发﹝2023﹞20 号），明确各级各部门要在完
善供销合作社流通服务体系、拓展为农服
务领域、完善综合合作机制等方面给予供
销社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持续深化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任务连续多年被纳入
《市委一号文件》和市委常委会工作要点，
市委改革办将加强绿色农资供应、农业社
会化服务等供销社综合改革重点任务列入
市委全面深化落实台账，作为全市农业农
村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点改革任务推动落
实。市人大常委会专题听取和审议《四川
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贯彻落实情况，提出审
议意见，指导全市供销合作社规范化发展。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专题研究解决供销
社综合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为供
销社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坚持强基固本
供销社组织体系不断健全

积极探索基层社与专业合作社一体化
经营，因地制宜分类改造基层社，提升县级
社统筹能力，发挥县级社在基层组织建设中
的主导作用。强化县级供销合作社与基层供
销合作社的股权联结，广泛吸纳农民和各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入社，吸纳农村能人担任
基层供销合作社主任，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通过劳动合作、资本合作、土地合作等多种
途径，采取合作制、股份制等多种形式，持续
推进基层组织的新建和改造，发展基层社、
专业合作社和综合服务社，为农民和社区居
民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农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也密切了供销合作社与农
民群众的利益联结。同时加快推进开放办
社，积极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截至目前，全市供销社系统恢复重建
基层社 123家，创建基层社示范社 63家、
总社基层社标杆社 12家。持续推动农民专
业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培育国家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 5家、总社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21
家、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 21家，供销为
农综合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聚焦流通主业
流通服务网络建设纵深推进

紧紧结合遂宁经济和产业发展特点，
依托自身网络和经营优势，充分发挥农村
商品流通主渠道作用，积极推进农资、农产
品、再生资源、日用消费品等流通体系建
设，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不断完善，为农
服务功能明显提升。

截至目前，全市供销社系统农资市场
占有率超过 65%，累计实现土地托管面积
113.57万亩。探索组建农村资金互助合作
社 2个，服务能力全面提升。积极构建供销
社城乡为农服务体系，累计发展各类农村
现代流通网点 3306个，其中日用消费品经
营网点 1075个，农资经营网点 939个，农
副产品经营网点 480个，各类再生资源回
收网点 810个，经营服务网络已覆盖全市
100%的乡镇和 90%以上的行政村。

深化社企改革
社有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持续深化社有企业改革，全市供销社
系统上下通过化解债务、盘活资产，使企业
轻装上阵。按资本投资公司方向对遂宁市
生发贸易公司进行改造，做优做强市禾之
春农产品供销有限公司，新组建遂宁三兴
供销投资有限公司；加强省市县三级社有
企业联合合作，市本级联合船山区供销社
与四川天穗农业集团共同组建遂宁天农联
合供销公司，着力建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的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联合安居区供销
社新成立遂宁邦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蓬
溪县供销社加强与省供销社直属企业四川
省老邻居商贸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合作，老
邻居蓬溪供销生活超市项目顺利建成运
营。射洪市供销社持续做大安浪家纺、嘉丰

农资、为农供销电商等供销企业。
截至目前，全市供销社系统拥有全资

及控股社有企业 23家，社有企业支撑系统
经济发展能力明显增强，经营服务支撑体
系基本形成。2024年，全市供销社系统全
资及控股以上社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15
亿元，增长 6.5%；利润总额 1000 万元，增
长 12.18%。

加强党的领导
党建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坚持和加强党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领
导，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确保全市供销合
作事业发展方向正确。持续推进素质提高、
作风转变。高度重视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高质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梳理廉政风险
点，修订完善内控制度，建立完善廉政风险
防控机制。突出弘扬“为农、诚信、创业、合
作”的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精神，深入挖掘
“扁担精神”“背篓精神”，率先打造安居区
海龙村供销合作社传统教育基地，不断丰
富供销合作社文化的内容及精神。树牢“人
才兴社”理念，加大干部教育培养力度，加
强企业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
设，改善供销合作社人才和队伍结构，培养
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爱供销
的人才队伍，为供销社长远发展提供人才
支撑。

下一步，遂宁市供销社将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成立 70周年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深入践行新发
展理念，扎根农业农村，聚焦主责主业，深
化改革创新，着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当好
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
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遂宁样
板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市贡
献更大供销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对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为新时代供销合作事业发展提供了
根本指引和根本遵循。在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成立 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
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作
为一名供销人，我倍感温暖、倍受鼓舞、
倍添动能。这是我们做好供销社工作的
最大机遇和最强支撑，我们应当全面领
会把握、坚决贯彻落实。

当前，四川省供销社系统上下全面
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的热潮，我从自身工作实际，浅谈亲身
感受到的“扁担精神”“背篓精神”的不朽

传承。

成为供销人 很光荣

供销合作社是党领导下的为农服务
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有着悠久的历
史、光荣的传统。在计划经济年代，供销
社依靠“统购统销”承担了中国几亿农民
的买与卖。作为 20世纪 60年代出生于
农村的我，从小就对供销社有着深刻的
记忆。大到“三转一响”、生产用具，小到
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煤油手套，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供销社便是村民日常生活
的全部。直至 2022年底，我进入自贡市

供销社系统，更是亲身感受到，供销社的
辉煌，不仅是一代人的记忆，更是国家推
进“三农”工作、直接为农服务的重要载
体。经过 70年的沉淀发展，自贡市供销
社始终围绕党委、政府中心任务，坚持在
改革中创新，在实践中探索，在服务中发
展，为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农民增收致
富、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发挥了
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能在此刻成为一
名供销人，我倍感光荣。

两年供销情 很有感触

2023 年 4 月，自贡市供销社时隔
60年成功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召
开以来，全市系统干部职工聚焦大会提
出的“四个一”总目标，让大家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持续发力、跳起摸高，
形成了共同推动工作的强大合力。截
至目前，一个运转高效、功能完备、效
益明显的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已初见雏
形，一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资源整
合的自贡供销企业集团已经成功打
造，一个绿色健康、优质生态、辐射带
动的全市区域公共品牌正在逐渐打
响，一支热爱农村、熟悉农业、服务农
民的自贡供销干部队伍已初具规模。
两年的供销工作，让我深刻认识到，干
好供销工作，必须坚持党对供销合作
事业的坚强领导，必须有明确的努力
方向，必须勇于创新、大胆实践。只有始
终坚持党的领导，供销社的红色底色不
变，才能不断发展壮大，优势作用才能

不断彰显。只有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
革发展的目标任务上来，才能步骤清
晰、行动高效，确保供销合作事业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不断开拓创
新，大胆实践，才能有效解决改革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实现新时代供销
工作高质量跨越发展。

肩挑供销责 很重大

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奋
力开创新时代供销社为农服务新局面，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下一步，自贡市供
销社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供
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
紧围绕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和省
供销社“六个一”工作总思路开展工作，
以全市基层供销社高质量建设为主要抓
手和重要载体，不断加强供销社与农民
群众的利益联结。聚焦农资供应、日用品
消费、流通体系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和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这五大重点任务，加
快形成向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向
全方位城乡社区服务拓展的为农服务体
系，切实发挥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
群众的桥梁纽带、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国家队”作用。突出合作经济的独特
优势，通过社有企业上下贯通，与其他政
府部门、国有企业、村集体经济、龙头企
业开展深度合作等方式，实现内外资源
整合、扩大群众基础、拓展服务功能，共
同形成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
合力。

守初心担使命 聚合力谋发展
———专访自贡市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杨培斌

遂宁市供销社：
不忘为农初心 牢记服务宗旨
打造新供销服务“三农”遂宁模式

自贡市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杨培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