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合作经济

打造软实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葛志华

文化软实力是供销合作社的灵魂，与硬实力互为表里，

相互支撑。作为特殊法人，供销合作社组织成分多元，资产

构成多样，地位性质特殊，既要体现党和政府的“三农”工作

政策导向，又要同步开展市场化经营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并

与其他市场主体同台竞争。因此，供销合作社功能完善与

否、软硬实力强弱、发展质量高低，既直接关系到自身的生

存与发展，又深刻地影响到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

供销合作社的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植于供销

合作社的功能作用，形成于风雨七十年的历史进程，与内

外环境密不可分，也与形势任务的变化息息相关。

从功能作用来看，供销合作社作为党领导下的综合性

的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四方面的功能。一是政治功能，具体

表现为党与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即上情下达

与下情上达，既要向农民宣传党和政府“三农”工作的路线

方针政策，又要向政府反映农民的建议呼声，畅通上下联

系。这种功能类似工商联联系非公经济人士的功能；二是

经济功能，构建上下贯通、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

为农服务体系，打造服务“三农”的综合平台，更好地发挥系

统优势与规模优势，类似于日本农协的经济功能；三是社会

功能，具有完善农村社会治理和农村公共服务的功能，类似

于村民自治的作用，也是农民自治的重要载体，与法治、德

治一起协调推进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四是文化

传承功能，如“扁担精神”“背篓精神”等。虽然时代不同了，

但这种文化仍是新时代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履行好这四方面的功能，供销合作社就能成为党委政

府抓得住用得上、农民群众信得过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

织，成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履行不好，就有边

缘化的危险。这种功能作用就是供销合作社文化孕育成

长的土壤与依托。

从发展历程来看，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虽然只有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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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共产党成立之初。早在20世纪20

年代，江西安源、广东海陆丰等地就有了党领导的消费合作

社。1928年，江苏泰兴也有了醒农合作社。20世纪30年

代，苏区中央政府颁布了《合作社组织条例》，推动成立了形

式多样的合作社。苏区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多次深入闽西

指导合作社建设，并在《才溪乡调查》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劳

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的现状，肯

定了合作社的特殊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延安涌现了

南区合作社等，并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独特作用。解放

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相继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陆续成

立了合作社。这些合作社虽然组织形式不同，存续时间不

一，但都发挥了服务农民生产生活，支援革命战争的特殊作

用。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又成立了合作事业局，并在此基

础上成立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七十多年来，供销合

作社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成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并在

此历史进程中孕育了独特文化。

从内外环境来看，供销合作社的内部运行机制既有合

作制的轨迹特征，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有机关事业单

位等体制内色彩，又有市场主体的文化成分；既有行政属

性，又有企业特点。其几十年风雨历程又横跨新民主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等不同历史阶段，既有呼风唤雨的辉

煌，又有风雨飘摇的坎坷，还有风生水起的再度崛起。不

同的历史阶段又对供销合作社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从形势任务来看，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号角。中国式现代化

又是建立在乡村振兴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坚持与完善统

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还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无

论推进城乡融合与产业融合，还是带领小农户发展现代农

业，都需要供销合作社这个为农服务的“国家队”，都离不

开合作经济组织的巨大能量。

经过七十年的发展演进，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供销合作社逐渐形成了复合型包容型文化，多种元素激荡

融合，集合作制与中国特色于一身，熔历史积淀与时代要

求于一体。

服务大局的意识。供销合作社历来是服务大局的重

要力量。供销合作社融入大局彰显自身价值，大局因供销

合作社的赋能，推进起来更为顺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供销合作社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为武装夺取政权服

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推进对农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并肩负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重任，行使统购统销职能，为建立与维护计划经济体

制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服务国家工业化战略；改革

开放以来，供销合作社发挥独特优势，为新农村建设与乡

村振兴战略服务。当前又发挥网络资源优势，为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服务，为稳增长贡

献力量。

心系“三农”的情怀。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

“扁担精神”“背篓精神”的核心要义就是宁可自己苦点累

点，肩挑背扛、跋山涉水，也要满足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让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与依靠。

苦干实干精神。供销合作社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依靠社员微薄的股金、国家的帮助发展起来的。供销合作

社所服务的农业又是弱质产业，农民又是弱势群体，农村

又是落后地区，不允许大手大脚，苦干实干、勤俭办社，就

成普通精神。

改革创新的精神。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历了

“去行政化”“去垄断化”改革，供销合作社主动求变，顺应

形势任务的新变化，以改造自我、服务“三农”为己任，在综

合改革中加快改革创新步伐，推进组织创新、经营创新、服

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打好

经营与服务的组合拳，由流通服务向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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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向城乡社区服务拓展，向一二三产业融合渗透。

联合合作理念。坚持合作创造价值的理念，顺应城乡

融合与产业融合的趋势，供销合作社开展不同层级的合

作，打造系统优势与规模优势，构建上下贯通的为农服务

体系。在此基础上，开展跨行业跨地区多种合作，加强与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市场主体、小农

户的合作，打造融合发展新优势。

诚信守法经营。坚持诚信守法经营，抵得住金钱与利

益的诱惑，既不短斤缺两，又不坑害消费者；既不以次充

好，也不售卖假冒伪劣商品。

这六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鲜明的中国供销合作社文化，

打造了文化软实力，锻造了灵魂，为七十年的发展提供了

精神支撑。毋庸讳言，虽然经过综合改革，供销合作社的

内生活力、经济实力、为服务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但对照中

央文件的要求，对照为农服务“国家队”的定位，对照广大

农民的期盼，供销合作社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短板，

面临着其他市场竞争主体的严峻挑战。有的功能单一，有

的活力不强，有的实力不够，有的缺乏竞争力，有的企业亏

损严重等等。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

原因，如体制不顺、机制不活、人员老化、供需脱节等因素；

又有外部因素，如外部赋能不够、发展环境不优、多元市场

主体竞争加剧内卷严重等因素。在内部因素中，既有硬实

力不硬的原因，又有软实力缺失、文化传承与创新不够的

因素。因此，要在内外兼修中传承与创新文化，为供销合

作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一是找准新定位。瞄准党领导下的综合性合作经济

组织这一目标定位，传承与创新文化。党的领导是政治优

势，综合性是功能优势，合作经济组织是本质属性。这种

定位就把供销合作社与农业行政机关、一般市场主体、社

会团体区别开来，成为供销合作社的特有标识。只有这

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供销合作社的本质特征，发挥政府与

市场的双重作用，打好经营与服务的组合拳，构建乡村振

兴的强引擎，凝聚供销合作社文化。

二是打造硬实力。硬实力是软实力的载体，与软实力

互为表里。面对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新常态，供销合作社要发挥自身优势，既要巩固

农资、棉花、农产品、工业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等传统领

域的话语权与控制力，又要拓展新领域，完善服务功能，在

现代流通、冷链物流、农村金融等新领域发力，构建覆盖全

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为农服务体系，打造系统优势与

规模优势，真正使之成为为农服务“国家队”，为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提供源头活水。

三是凝聚软实力。既要整合，又要扬弃，更要创新。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结合供销合作社服务乡村的崭

新实践，学习借鉴机关、事业单位、市场经济主体、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农村农民的优秀文化，传承、创新供销合作社

特色的文化。既要传承供销合作社70年形成的优秀文化，

如服务大局的意识、诚信经营的理念、心系“三农”的情怀

等，又要与时俱进，抛弃不合时宜的文化，如计划经济时期

的官商作风、衙门习气和无所作为的观念等。还要不断挖

掘新时代文化元素，总结提炼新文化，构建与时代发展同

步、与“国家队”地位相适应、与党和政府的要求与农民期

盼相一致的文化元素，如责任担当精神、竞争意识、想干事

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人生情怀等。

四是树立新典型。经过综合改革，各地涌现了不少先

进典型，如河北省邢台供销合作社就是杰出代表，他们努

力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党

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挑起新时代“供销

新扁担”。全系统要认真发掘总结一大批先进典型的经

验，挖掘其文化内涵，凝聚行业文化特色，形成鲜明的供销

合作社文化。要在全系统大力学习这些先进典型的经验，

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为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增添活力。

（作者系江苏商贸职业学院合作社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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