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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的供销社：一直在江湖，从未离开过
不过它早已不只是人们印象中的“小卖部”，而是成了“服务商”

胡玲玲 路董萌 济南报道

供销社博物馆里
藏着几代人的回忆

今年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成立70周年。

曾经，供销社与每个人的生
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供销社
靠“统购统销”几乎包揽了中国
几亿农民的买与卖，小到柴米油
盐酱醋茶，大到化肥种子和燃
料，一应俱全。

如今，供销社已成为几代人
的共同回忆。在印象济南·泉世
界，一座“人民供销社”博物馆伫
立于此，近百平米的展厅内，摆
放着千余件上个世纪生产销售
的老物件。烟酒糖茶、黑白电视、

“二八大杠”……游客置身其中，
仿佛踏入时光长廊。

“塑料凉鞋的鞋底总会塞上
石子儿，有点硌脚，得拿雪糕棍
撬出来；以前家里有一箱小人
书，后来找不到了；这种洗衣粉
碱性太大，搓衣服时烧手……”
来到博物馆，济南市民郭女士打
开了话匣子，轻快地穿梭在柜台
之间，“现在看到这些东西真亲
切，一下子把我拉回到小时候。”

作为“70后”，郭女士儿时吃
过晚饭，便经常缠着妈妈一起到
供销社看看。在她的印象里，早
先乡里有供销社，各村有代销
点，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的收入
水平提高，购物去处渐渐转向百
货大楼，供销社随之淡出视野。

老物件褪去使用价值后的
归宿是哪里？在“人民供销社”博
物馆馆长韩光友看来，它们可以
搭起过去与未来、传承历史和文
化的桥梁。“60后”的他，还在平
阴创办了收藏有30多万件民俗
器物的“乡忆民俗文化博物馆”，

希望能够通过展览，让民俗器物
的收藏与传承，得到更多重视与
保护。

“现在的00后、10后不知道，
放上一节5号电池，这就是蜂窝煤
的‘鼓风机’。”韩光友摆弄着手
里的蜂窝炉助燃器，感慨颇多，

“有个老人看到这个就吧嗒吧嗒
掉眼泪，说她以前就在五金厂上
班，一个月挣20多块钱。现在工
厂倒闭，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成
了她青春岁月的见证。”

从全国到省市县
供销社体系依然健全

供销社去哪儿了？
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

究院副研究员袁明宝在接受齐
鲁晚报采访时介绍，实际上，从
全国中华供销合作总社到省市
县各级供销社合作社，体系依然
健全。人们之所以觉得供销社

“存在感低”，是因为缺失了作为

“最后一公里”的基层供销社。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逐步

推进，供销社的垄断地位被打
破。面临市场竞争压力，一些供
销社转型为企业化经营，也有供
销社因资金困难和经营不善退
出市场。

2010年以来，随着国家对农
村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视，供
销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乡村
振兴战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建设中，供销社重新定位为综
合服务平台，推动农资供应链优
化、农村电商发展和农业全产业
链服务，逐渐成为连接城乡、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

2014年，供销社改革再次拉
开大幕，多地恢复重建基层供销
合作社。当年，国务院批准同意
供销合作总社在河北、浙江、山
东、广东4省开展试点，大力推进
供销合作社组织创新、服务创
新、经营创新，完善体制机制。

根据袁明宝调研过的省市

供销社发展情况，目前基层社主
要有三种重建方式：一是乡村的
农业合作社或村集体组织合资
联合挂牌，二是上级供销社投资
控股村镇原有商业企业，三是上
级供销社全资建设基层社，“无
论哪种方式，供销社基层社的重
建实际上都是在稳固农村劳动
人口、保障农业生产。”

袁明宝说，在最初试点的4
个省中，他比较推崇山东的做
法，供销社为农户提供土地托管
服务，实现土地增收。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苑鹏也表示，山东
省供销合作社提出“农民外出打
工，供销合作社为农民打工”的
服务品牌，在全国供销系统形成
很强的示范和推广效应。

从“小卖铺”变身“服务商”
农业社会化服务大有可为

现在，供销社已从“小卖铺”
变身“服务商”。供销社可以实现

农产品的产销对接、城乡物资交
流，发展农村电商。作为综合服
务平台，基层社还承担着快递代
收、费用代缴等工作，服务民众
生产生活。

“更值得期待的是，供销社
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上发挥效
用。”袁明宝表示，当前，许多农
村地区面临“谁来种地”的难题。
近年来，各地提出了新思路，不
一定要在面积上实现规模化，而
是转向农业生产服务规模化。供
销社为农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包
括农资、农技、农机……这种模
式下，农户通过购买供销社的服
务来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在城市，供销社发展出便民
服务中心和生鲜超市等零售终
端，主要以“邻里中心”和“中央
厨房”的方式存在。

实际运行中，基层供销社也
暴露出一些问题，袁明宝指出，
如何解决还有待实践验证。其
一，农村市场主体与基层社关系
不大，仍旧是销售农资和日常生
活用品的逻辑。其二，供销社只
是负责提供项目资金扶持，不参
与到实际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较弱。其三，农村社会中本来
就有各种市场主体，为当地农民
提供生产、生活用品供给，供销
社进入后并没有独特的竞争优
势，导致经营效益差。

面向未来，供销社该如何
布局？袁明宝认为，供销社在坚
持其政策惠民属性的同时，还
需积极融入市场。一方面，供销
社作为合作经济组织，是推进

“三农”工作的载体，必须充分
尊重农民意愿，实行民主管理、
互助互利。另一方面，供销社也
应顺应市场规律，更多运用经
济手段开展经营服务，逐步探
索社企分开的途径，以市场化
手段融入城市发展。

李培乐 杜春娜 济南报道

本周日他们将迎来见面

菏泽李家三兄妹与“希望”
孙承武的故事牵动着大家的心。

“‘希望’的故事感动你我，传递
着社会大爱。‘希望’和李家三兄
妹能否见面，让爱意重新延续。”
在看到报道后，有网友发出了这
样的评论。

12月15日上午，大家就将见
证一场跨越20多年的相见。到
时，“希望”孙承武将与李文娟两
姐妹在爱心发出的地点，也就是
济南市历山北路的山东外事职
业大学见面。

“太想见到孙校长了，真想
立马赶到济南。”12月13日，李文
娟告诉记者，这次见面她和姐姐
李苹娟作为一家人的代表来到
济南，与恩人孙承武相见。

20多年前，菏泽的李文娟

一家收到了一张张300元的汇
款单。当年，因家境困苦，李文
娟和哥哥、姐姐正面临辍学的
危机。这些捐助就像一场及时
雨，帮助他们渡过了危机，点亮
了希望之灯。但正因为汇款单
上名字是“希望”，李文娟一家
想找到这位恩人却无从下手。
这些年来，他们并未忘记“希
望”，一直挂念着他。后在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的帮助下，李家

三兄妹最终找到了“希望”，他
就是山东外事职业大学校长孙
承武。

“我和父母也非常想去，但
因为各种原因没法去济南。”李
文娟的哥哥李国祥说。

“错过这次见面，父母和哥哥
也觉得很遗憾。他们嘱咐我们一定
要跟孙校长合影，留下纪念，并当
面说声感谢。”李文娟说。

尽管已经在报道中窥得恩

人孙承武的“庐山真面目”，但李
文娟姐妹还是无法抑制激动的
心情。“看到孙校长亲切的面庞，
我们对见面更加期待了。”李文
娟说，“我们等这一天实在太久
了。”

期待与当年的孩子们重逢

得知李文娟姐妹即将来到
济南与自己见面，孙承武也充满
期待与感慨。多年前，他未想过
曾经“下意识”的举动会在受助
者心中种下如此深的感恩之情，
他也未曾料到多年后会有这样
一场跨越时空的相见。

“很高兴这些年来他们还记
得我，我也想见见他们的模样。”12
月13日，孙承武告诉记者，当年捐
款时，他大概30岁，三个孩子差不
多是12岁左右。20多年过去，他们
长大了，也都成才了，在各自的岗
位上努力着，这让他很欣慰。

在孙承武看来，他当时只

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
希望能为处于困境中的孩子点
亮一盏希望之灯。他或许没想
到，这盏灯照亮的不仅仅是孩
子们的求学路，更是他们的整
个人生轨迹。

如今，即将与李文娟姐妹相
见，孙承武也渴望听到这些年来
她们的奋斗故事，见证她们这些
年来的幸福生活。“我期待着与
她们姐妹相见，听她们亲口讲
述这些年的经历与成长，看看她
们如今绽放出的自信光芒。”孙
承武说。

这个周末，山东外事职业大
学的校园里，也在静静等待着这
场特殊会面的到来。孙承武和李
文娟姐妹即将在众人的祝福与
期待中，续写这段因爱而生的故
事。这份跨越了24年的温暖与善
良，又将成为人们心中又一段难
以忘怀的佳话。这也激励着更多
的人去传递爱与希望，让这个世
界变得更加美好。

菏泽李家姐妹与恩人“希望”明日见面

跨越20多年的这次相见传递爱与希望

连日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刊发了“寻找‘希望’”的故事。20
多年前，孙承武化名“希望”资助了菏泽的李家三兄妹，让他们继续
学业。20多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成长为朝气蓬勃
的青年，也足以让一份匿名的善举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为一段温
暖而感人的故事。如今，这个故事迎来了它最令人期待的篇章———

“希望”孙承武即将与当年受助的李文娟姐妹见面。

你还记得供
销社吗？在时间
的长河中，供销
社曾承载着几代
人吃穿用度的集
体回忆。随着时
代发展与变迁，
供 销 社 早 已 不
只是“小卖部”
这 么 简 单 。其
实，供销社从未
离 开 过 我 国 的
经济体系，现如
今，反而变得更
加丰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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