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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3 个字，对于 60 后来说，是“回忆

杀”，对于00后来说，是“一脸懵”。

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几乎“包圆”了老百

姓的衣食住行，永久刻在 60 后、70 后记忆的深

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大潮下，商品经济逐

步繁荣，让供销社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安静了几十年的供销社最近突然爆火，与

一篇题为《湖北基层供销社恢复重建至 1373
个 基本覆盖全省乡镇》的官方报道有关，继而

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合作社在我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由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办的中国供销合作

网上，这句话开启历史沿革篇章。文中，供销

合作社的发展脉络，从 1949 年梳理至今⋯⋯

供职于供销社系统的同志说，供销社一直都在

经营，且覆盖的业务非常广，除了大家常见的

农村电商、化肥农药，还涉足康养、田园综合

体、茶叶、再生资源、冷链物流等业务。

不明真相的网友会误认为，“消失”的供

销社再现，意味着“统购统销”时代的回归。

而实际情况是，2021 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

实现销售总额 6.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9%。

供销社不仅没有消失，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

深入，其在助农兴农、抗击疫情中都发挥了积

极作用。进入乡村振兴时代，商品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的现实需要，供销社再次被推向时

代前台。

供销社火了。这一话题，也引起本报读者

强烈关注。有回忆儿时拿着酱油瓶到供销社

打酱油，成人后到供销社购买结婚“三大件”的

过往，也有分享自己作为供销社社员的经历。

这其中，还有对如今供销社做什么进行“科普”

的。一位读者说，“小卖部”变成“综合体”，很

多人不认识，就以为是“消失”了。其实现在大

家购买的很多农副产品，都与供销社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比如杭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的直属企业中，就包括杭州市土特产集团有限

公司、杭州果品集团有限公司等。

对于供销社未来在基层服务、乡村振兴方

面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大家提出许多想法和

期待。记者也就此采访相关专家，进行解析。

供销社并非“归来”，其实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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