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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编写人员合影

左起：樊永、关翠、袁鑫、高鹏、谷诚、杨全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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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名．__Jk_

鞫瑟 舀

《宣化县粮食志》是系统记述宣化县粮食生产和经营的地方专业

志书。其编纂工作是在中共宣化县粮食局总支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

1 987年4月为编写《宣化县志·粮食篇》，县局抽调4名同志着手搜集

资料和编纂工作。1989年5月县局召开《粮食篇》初稿评审会，在审定

此篇初稿的同时决定编写《宣化县粮食志》。是年9月县局调整编写人

员并进一步搜集资料，1990年2月落笔，当年11月底完稿，经报县地方志

办公室初审后印发了部分内容征求意见稿。1992年6月县局召开有县粮

食局历任局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审稿会，进一步征求意见。

会后对志稿作了认真修订，经县地方志办公室审定付印。

本志编写中，曾查阅本局档案和宣化县、宣化区、张家口地区档

案馆资料共908卷，摘抄资料100多万字，走访信访老干部和解放前的

私营粮栈经理、会计等知情人士38人。本局李化成、高学通、葛有棠、冯

桂香、班文广等老同志提供了有关资料。编纂中曾得到市局粮食志办公

室和县地方志专业人员的帮助和指导，在此谨向支持我们工作的单位

和同志表示谢意。

本志虽经编写人员竭尽努力，但由于资料残缺和水平所限，错漏

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编者

i99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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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通过翔实丰富的史

料，实事求是地记述宣化县粮食生产和经营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

解放后全县国营粮食商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发展壮大的

历程，反映四十年来粮食工作面貌，以及粮食分配、流通的基本情况，

力求本志具有“资治、教育、存史"的功能。

二、断限。上限基本在1948年12月宣化全县解放，个别章节追本

溯源有突破；下限至1988年末。
‘

三、结构。志首置概述，总摄全书，次为大事记，勾勒脉络。之

后，按粮食生产、经营、管理业务分章，章下设节、目。卷末设附录，

作正文重要内容的引证。 ，

四、体裁。采用记、述、图，表，录五种形式，横排竖写，叙而

不论，用语力求规范。

五、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解放前用历史纪年，在其后括号

内加注公元纪年。

六、地名、称谓。历史上地名和机构称谓沿旧称，古今地名不一

致者，在古地名后括号内加注今地名，今地名用标准地名。

七、数字、数据。数字用阿拉伯数码书写(引用旧志时除外)。

数据在行文中的，以当时政区范围统计，附表中解放后的数据均以

1988年宣化县政区范围统计，划出、划入的已作技术处理，以利前后

比较。

八、计量单位。本志直接引用原资料，未加换算，凡未注明公制



貌。

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档案资料以局存档

及地区档案馆资料为佐。数据资料以《宣化

》为主，以《张家口地区粮食统计资料》和

式，当页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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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部，地处东经114度41分51秒至115度29分

。度49分47秒。东与赤城、怀来毗邻，酉

鹿、蔚县，北以长城与崇礼为界。

宣化县历史悠久，据出土文物考证，境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

类生存栖息。尧划九州，县域属冀州。周时，燕击败东胡置上谷郡，

含今宣化一带，秦时，仍属上谷郡。此后，建置和称谓几经变更，据

旧志记载，即有下洛县、广宁县、怀戎县、文德县、宣德县、宣府镇

等。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始称宣化县，属直隶省宣化府。民国

元年(1912年)废府置道，宣化县属直隶省口北道。民国十七年(1928

年)建察哈尔省，宣化县改属察哈尔省辖。

1948年12月7日，宣化全境解放。城区改设宣化市，郊外农村为宣

化县。县辖13个区，475个行政村。此后，政区多次调整。1953年全县

划分为10个区，94个乡，4个镇，458个村。1956年撤区并乡，全县划

为39个乡。1958年撤乡，建9个人民公社。同年11月，宣化县建制撤

销，化稍营公社划入阳原县，定方水公社划归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沙

岭子公社全部和西望山公社的8个村划归张家口市茶坊区，其余王家

湾、深井、崞村、塔儿村、顾家营、西望山6个公社并入张家口市宣化

镇(后又称宣化区、宣化市)。1961年6月，恢复宣化县建制，原划出

部分除化稍营公社外，其余仍划归宣化县，同时新划入赵川、李家堡

小村、大白阳四个公社，全县设30个人民公社。宣化县隶属于张家口



地区，1984年1月，改属张家口市。同年，公社改为乡。1985年，赵

川、沙岭子由乡改镇。1988年末，全县设28个乡，2个镇，辖403个村，‘。

．有人口302547人，其中农业人口287975人。 ．

全县总面积2384．4平方公里，山区，丘陵区占三分之二，河川、

盆地占三分之一。1988年末，耕地面积892956亩，农民人均3j 1亩。耕

地面积中，可灌溉(包括雨后引洪灌溉)的耕地占三分之一多。凤凰

山巅为全县最高处，海拔1997米；洋河出境处最低，海拔559米。气候

干旱，多西北风，有“十年九旱"之说。雨量多集中在七，八月问，

年降水量在340一420毫米之间。无霜期在河川区为135天左右，丘陵区

为120天左右，少数山区仅110天。境内铁路有北京至包头和大同至秦

皇岛两线，横贯中部和南部，公路有国道110线、112线、207线通过，

还有3条县道和29条乡道连成网络。

． (二)

宣化县向为一年一熟的杂粮产区，山区多种谷黍、豆类，马铃薯

川区多产玉米、高梁。解放前产量低而不稳，全县粮食总产量仅一亿

斤上下，亩产平均不足百斤。丰年可输出粮食两三千万斤，歉年靠籴

进粮食弥补不足。同时，还有蔚县，阳原、龙关、赤城等县的粮食出

入过境，因而粮食市场比较活跃，以致城内有“米市"为名的街道。

粮食仓储也比较丰厚，“七·七’’事变前，县内即有各类粮仓300余处，

积谷29000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了土地改革，广

大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生产热情高涨，投入不断增加，．

粮食产量逐年上升。但在解放初期私营粮商在粮食市场仍占据主要地

位，丰年压价收购，歉年囤积居奇，使县境多次出现粮价波动。县人

民政府两次整顿粮食市场，『国营粮食公司亦大购大销，平抑市场，才

2



稳定了粮价和城乡居民的生活，保证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靠1953年

冬，；中央公布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统一实行粮食计划收

购(统购)和计划供应(统销)的政策与法规，宣化县各级政府在一

个时期内，全力以赴加以贯彻实施，粮食战线全体职工更是兢兢业业，

从收购、储存、供应、调运等各个环节，力求准确实施政策，兼顾国

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使粮食工作顺利地步入一个全新的境地。

(三)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30多年间，宣化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大力推

进粮食生产，从指导思想到工作重点、信贷政策，都向粮食生产倾

斜；粮食部门随着各个时期情况的发展变化，亦先后采取了“产购销

三定"、 “征购一定三年"、“一定五年"、“购销调一定三年’’等

办法，还采取了一系列激励粮农增产多售的政策，以及发放预购定金

的扶持政策，促进粮食生产。因此，尽管各年度自然条件变化无常，

粮食收成有丰有歉，但总的来看，除去60年代初期几年外，全县粮食

产量是曲线上升的。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逐步推行

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

上升，1 979年全县粮食产量首次突破3亿斤大关。1 982年再创新记录，

达到33711万斤。三中全会后的lo年，粮食产量年平均27727万斤，超

过统购统销前5年平均年产量13201万斤的1．1倍。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30多年问，粮食部门广大职工，一方面在粮食

产量不断增长的形势下，努力多购粮食，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保证城

乡居民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以极其认真细致的态度，努力做好农村

各项留粮指标的管理工作，以及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指标的管理工

作。尤其是在农村，每年的产购销数量都有变化，粮食干部和农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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