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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岁月》

前言

　　我1988年在省政府X-作，分管科技、财贸、商粮供、工商等，蔡立同志 就在安徽省供销合作社工
作，我们可以说是多年同事，比较熟悉。一晃已24 个年头，对于蔡立同志所著《供销社岁月》略读以
后，不免引起我对往年岁 月一些回忆，也使我对蔡立同志有了进一步了解。蔡立出生于医学之家，成
长于供销行业，驰骋于三农战线，经历于计划 经济，收获于开放时代，为企业、行业和社会奉献了40
个春秋。从营业员、办事员到正厅级领导干部，一路走来，孜孜以求，无怨无悔，很不容易。可 以
说40年来最大的收获是谱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字：清清白白做人，实实 在在办事。20世纪70年代，
在那个特殊岁月，蔡立被招收进入供销合作社，成为一 名基层供销社的营业员，从此与供销社结下了
不解之缘。40年来，他见证了 供销社的风风雨雨，体验了供销社事业的潮起潮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
经济，从封闭自守到改革开放，从企业改制到迈向辉煌，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 供销社的事业。他热
爱供销，熟悉供销，无论是在基层员工岗位还是在省社 领导岗位，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这种对事
业的执着，体现了一个人对社 会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值得称道。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蔡立以满腔热
情，投身改革，支持改革。在农资公 司任总经理时，他的率先改革为供销社系统企业改革带了个好头
；他担任省 社副主任后，在省社党组统一部署下，全力支持分管再生资源公司改革创新，经过全体员
工努力，终于把一个负债累累的企业从破产的边缘挽救过来，并很快扭亏为盈，成为现在的双赢集团
。正是因为改革创新的推动，安徽省 供销社合作的业务实绩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安徽省供销系统的
改革创新在 全国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席位。从《供销社岁月》中可以看出，蔡立同志勤奋而好学。他从
不放过任何 一个学习进修的机会，无论是在高校读书，还是去国外进修。我想他深知“生命有限，学
海无涯”、“好学不倦者。方成大才”。近几年来，他又潜心 研究以“新网工程”为载体的农村现代
商品流通体系的改革与建设，认认真 真地做学问。蔡立同志热爱生活，孝敬长辈，关心子女，善待邻
里。在担任正厅巡视 员后，他还兼职担任安徽省烹饪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等 多
项社会职务，但无论在哪个学会兼职，他都是这个学会的活跃人士，受到 大家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
他这本《供销社岁月》，既写个人成长史，更写工作历程、改革创新与发展。我认为其更有价值的是
通过他的个人实例，使我们看到 我省供销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安徽省供销社
系统，“统筹城乡，服务三农”，已成为全省农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成为政府 与农民密切联系的
桥梁和纽带。《供销社岁月》依时间顺序，直白叙述，真实感人，有可读之处。要我 作序，欣然为之
，权作我的读后感吧！蔡立同志即将退离现在的工作岗位，际此，我借古诗两首寄语作者：“莫愁前
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唐·高适）“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 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唐·王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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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岁月》

内容概要

蔡立、王勇、张帆编著的《供销社岁月》内容简介：供销合作社经历了巨大曲折，发展受到严重干扰
。但几十年间，广大“供销合作社人”仍然坚持在农村，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千方百计为农民的生产
、生活做好供销工作。作者一刻也没有离开农村、农民，仍然保持着为农服务的宗旨，保持着与农民
共命运、并肩艰苦奋斗的作风。作者是在文革，乱局中，在农村插队当农民时，被吸收进供销社队伍
的，为农民、为农业、农村服务的意志更加明确坚定。开始时作者当了多年最基层的乡村供销门店的
售货员，跟着老职工站柜台。爬山淌河送货下乡，晴天一身汗，雨雪天一身泥。在服务中作者更深地
了解了农村，亲近农民，得到乡亲们与供销社职工的认可。有一位老职工为了考察这个大城市长大的
小青年，在作者售货的门市部楼上，借一个楼板缝“监视”作者的一举一动。几个月之后，这位老职
工说，这个小青年过得硬，不仅工作认真负责，心与乡亲们相通，而且手脚干净，不占公家一分钱，
是个诚实可信的人。
    《供销社岁月》是一本个人成长的经典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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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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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合作事业科学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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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岁月》

章节摘录

　　我生于1952年10月6日，当时我的家住在上海市闸北区中兴路，父母亲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父亲
蔡宝义是同济医院搞X光的主任医师、著名放射学 专家荣独山的得意门生。母亲徐励君是中学老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医疗系统缺少X光放射专家，省委省政府便率队 到了上海，请上海派出专家学
者给予支援。站在当时已经非常繁华的上海的 角度来看，安徽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事实也的确如此
，所以，很多人都不 愿意来。于是，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荣独山身上，希望他能推荐个人。荣先生就
找到了我父亲，跟他商量，问他愿不愿意去。父亲那时候已经是副主任了，是荣先生的得力助手。他
原本就觉得支援安徽是件有意义的事。现在既然老 师都找来了，也就随即答应了下来。在我4岁那年
，响应组织上的安排，爸爸带着一批医务人员，从上海来 到了安徽。孩提时代出门旅行往往会留下深
刻印象。虽然当时只有4岁，但我仍然 记得，从上海出发时，有很多人送我们。我们一家人坐着火车
，轰轰轰，很 好玩，很兴奋。我在车厢里跑来跑去，迷迷糊糊地就到了安徽合肥。当时的合肥给我的
印象就是很小、很破，正在建设中。我的岳父母是南 下干部，1949年年初随军进驻合肥，之后就一直
待在这座城市。听他们说，新的安徽省成立之初，省会合肥只有区区4万人。新安徽省成立之前，解
放军来到合肥后成立了皖北行署，合肥为行署驻 地，辖现在安徽省长江以北的地区加上今天南京市六
合区和浦口区。1952年 8月，皖北行署与皖南行署两个省级行政区合并成立了安徽省，省会定为合 肥
。合肥作为安徽省的省会是从抗战胜利后开始的。1938年前，省会一直在 安庆，抗战沦陷期间临时迁
往了金寨县。皖南行署于1949年在徽州成立，同 年行署驻地迁往芜湖市；1951年，驻地迁往合肥，与
皖北行署合并办公。合肥这座城市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 地。三国
时期，曹魏和东吴在这里大战了几十年；东晋时，这里又是淝水之 战的主战场；南宋时期，合肥是抗
金前沿⋯⋯因此，从历史上来看，合肥的 经济就难以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和积累。我的岳母回忆说，
皖北行署成立之初的办公地点，就在现在安徽省政府 所在的地方。那里当时只是一座老庙，围墙都已
坍塌，荒草丛生。皖北行署 成立后，行署里才有了一部汽车，这也是合肥大街上仅有的一部汽车。那
时 的行署和后来的省政府只有马队，还没有车队。有一次，省政府派她去肥西 县城上派镇出差，出
行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匹。那时，街上还有人力黄包车。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基本交通格局都没有明
显变化。后来被誉为安徽第一街的长江路，那时候叫前大街，淮河路叫后大街。合肥城里最主要的道
路就是这两条街，而且是石条路，很窄，一辆吉普车过 来，行人都要贴着沿街的房子避让，才能让车
子通过。安徽省供销社所在的 庐江路叫官盐巷。我们家搬来合肥的那年，合肥才刚刚通了公交车，也
只有 一两条线路。也是那一年，长江路才铺上沥青，成为合肥第一条“柏油马路”。合肥火车站那时
还只是淮南至裕溪口铁路上的一个小站，站房是芦席铺 顶，很小很小。很长一段时间里，连省领导坐
火车去北京开会，都要先到蚌 埠，才能坐得到开往北京的火车。我的岳父母说，刚解放的时候，合肥
还没有两层的楼房，偶然看见有一 家是两层的，还是个阁楼，假两层的。临街只有断断续续几家卖杂
货、烟酒 的小商铺。经过近十年的建设，到我们家搬来合肥的时候，才勉强有了一点 商业气息，但
是和省会的地位比，还远远不足。就连后来成为合肥标志性建 筑的合肥市百货大楼，也还是到1959年
才开始建设的。20世纪50年代，合 肥只有大戏园子，还没有电影院。最出名的戏园子，一个在县府街
，也就是 在合肥老市府广场西边往南的地方：另一个在现在省政府北门马路对面的地 方；都是简简
单单扎起来的戏棚子，唱的也都是庐剧，本地人喜欢看，外地 人不喜欢看，也看不懂。我的父母是第
一批来支援安徽的，一来就投身到安徽的建设中。由于没 有住处，组织上把我们安排在江淮旅社入住
。同时，省立医院正在给我们盖 新楼，新楼是12个主任住一栋。我们在江淮旅社住了半年，直到专家
楼的房 子盖好后。我也进了幼儿园，叫梨花幼儿园。院长姓肖，她爱人是基督教的 牧师。幼儿园很
规范，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天天都能在那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 耍，天天都很开心。我每天都能在幼儿
园里荡秋千、滑滑梯，每天看到的天 空都是蓝蓝的，小鸟都在快乐地飞；每天都在做游戏，唱儿歌，
“丢手绢”、“排排坐吃果果”。幼儿园教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培养我们怎样遵守纪律，怎么投入集
体活动，树立理想。现在回忆起来，我的童年时代是非常快乐 的。幼儿园还有个老师，姓段，对我们
小朋友很好。后来我才知道，她家世 显赫，是段祺瑞的孙女。等我有了儿子以后，他上的也是梨花幼
儿园，也是 段老师的学生。段府原先就在现在的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位置。段老师的 爱人，是我
初中时的老师。我们幼儿园离安徽省立医院很近。这所医院就是爸爸他们来了以后政府 筹建的，他来
了以后，就在放射科X光室当主任。医院里的人，对我们都很 友善，大人们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相互
之间有说有笑的。长大后，听人说，合肥这边后来培养的X光人才，基本上都是父亲当年从最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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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岁月》

肠胃镜技术、如何读片等手把手教出来的。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是国家一级教授，1956年
的时候，工资 就拿到300多块钱一个月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工资才拿300多。妈妈的月工 资也有100
多块钱。爸爸是一个非常慈善的人，每个月都会拿出自己的部分 工资安排科室的同事看电影，其他科
室的人都非常羡慕，爸爸科室的人则很 感自豪。记忆中，每年过年，大家都会先来我们家拜年。天上
下着大雪，我 们家却格外温暖。我记得，医院里有一块大草坪，我喜欢躺在上面看着天上的云彩，在
草 地上捉蜻蜓、捕蝴蝶。几只羊就在草坪上悠闲地吃着草。我觉得很奇怪，就 问爸爸医院里怎么会
有羊？爸爸告诉我，那是做实验用的。母亲到了合肥以后，当起了医学英语老师，专门对医生、护士
进行医学 英语培训。母亲来安徽后，也曾经给省领导当过一段时间的英语翻译。和爸 爸一样，她也
培养了不少学生，现在安徽省内不少医院的院长、主任医师，都是她当年的学生。母亲初高中阶段是
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圣玛丽亚学校接受的教育。晚年的她，曾应省政府邀请接待过一个美国代表
团，团长听到母亲一口流利 的美式英语，很是惊讶，就问她是在哪儿学的。母亲告诉她，是上海圣玛
丽 亚学校。团长又问，当时这个学校的校长你还记得她的名字吗？妈妈一口就 答了上来。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这位代表团的团长就是妈妈当年上学时校长 的女儿。两个人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愉快地
回忆起老校长的往事。有句老话说三岁看到老，即童年的感受对一个人潜能的开发至关重要。我就是
这样。别人都说我有语言天赋，果真如此的话，我想多半都是受到了 母亲的影响。妈妈英语好，平时
说上海话，也会普通话，合肥话也能听懂，所以和她在一起我总能有一种自豪感，也想长大后成为像
她那样的人。在我 六七岁的时候，一天，妈妈带我去合肥四牌楼买东西。那天，烟酒中心柜组 前围
了很多人。我们走近一看，是一个外国人，也要买东西。但是我们的营 业员不懂英语，不知道他要买
什么，大家又尴尬又着急。妈妈见状，走上前 去，用非常流利的英语和那个外国人交流了起来。原来
，他要的是一种罐头。妈妈把他要的东西告诉了营业员，外国人很高兴地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我当
时感觉很诧异，妈妈怎么不讲上海话了，就问她：“妈妈你刚才讲 的什么话？”“我讲的是外语。将
来你也要学外语，这样可以增加很多知识。中国今后的建设需要有文化的人。”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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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岁月》

编辑推荐

　　《供销社岁月》介绍了中国供销合作社的这一由盛转衰，再由衰转盛，走向新的辉煌的过程，是
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有可贵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经验和教训都是供销合作社的一项极为宝贵
的精神财富，也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实践经验，非常值得深入回顾、总结。本系
统内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不少，可惜至今未见多少比较全面、系统的回顾文章，更没见到有深度的专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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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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