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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始首

编史修志，乃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政府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

改革、开放的政策，在改革，开放工作争取得’了‘显

著的成就．’使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面貌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政治安定、经济繁

荣、民族团结、人民乐业的大婷形势。在农村，

为加快农业发展，活跃农村经济，傲革农业体

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

积极性，粮食、油料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

一个粮食形势稳定，人民生活提高的新局面‘。欣

逢盛世，中共普宁县委、普宁县人民政府决定由



本局编纂《普宁县粮食志》，我们深受鼓舞，竭

智尽心，搜集史料，整理鉴别，为编好本县第一

部《粮食志》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搿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粮食，是人

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物质资料，是一日不

可缺少的特殊商品。陈云同志说： 搿十亿人口吃

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

题。无粮则乱⋯⋯”实践证明，粮食形势稳定与

否，将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

提高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普宁县粮食志》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新的观

点、新的内容、新的方法，以忠于史实，认真考

证，反复校正的严谨科学态度进行编写。真实地

反映本县自公元1563年置县以来425年的粮食概

况、赋役制度、人民生活。重点地记述了解放后

三十九年的社会粮食状况，为解决粮食问题而执



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以及粮食管理机构和粮

食商业的形成、演变、发展的全过程，全面地反映

粮食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并总结了重要的经验与

教训，资料翔实，具有鲜明的时代、地方，专业

特点。它的出版，不仅使全县人民和粮食系统干

部、职工了解到本县粮食情况和经营管理概貌，

而且能从中汲取教训，做好粮食工作，促进粮

食生产，发展粮食商品流通，为人民生活服务．

值此成书之际，我受普宁县粮食局党组委

托，执笔应命，谨书数言，聊以作序。

199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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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体裁。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摹等体曩·

“述”为概述总揽全志， 矗记黟为大事记按‘年列要事，‘志，

则分幸横排纵写本事业主体业务， “图黟以照片与地目反映事土

现貌和分布，鼻录一为志余附录。

二，断限l上限溯至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本县建I对，

下限止于1988年。

三，称谓。封建朝代的明代，清代简称明、清·中午氏田冀

称民IXl。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解放后。现行'(镇)、村

建制前沿用区、乡，公社，大队等历史称谓．县粮食局基晨粮食

管理所简称粮管所。人物直书其名。

四、纪年l明、清代沿用历史纪年，后央注公无圮年．中牟

民国与解放后均用公元纪年。

五，币制与度量衡单位。解放前币制按当时货币记述，解放

后币制一律折算为新版人民币。度量衡单位均按所述当年．々单位

记述。 ，

六、数据与统计。解放前的有关数据按屎档案资料统计．解

放后的数据选用县粮食局，县统计局、县物价局的皖计资什．解

放后粮油购，销，调、存表的数字按粮食年度皖计．即从当年4月1

日至次年3月31日。其它表的数字为公元年度统计·即从I—1

日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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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粮食供销服弄套司综合商场

县粮食供销脏务公司营业部

里湖粮食管理所综合经营接



流沙粮食管理所粮食门市部





县粮食局面扮厂

面抒生产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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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粮食局米面制品厂

波纹面生产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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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普宁县位于广东省东部偏南，潮汕平原西部，练江上游。境

内西南部是层峦叠蟑的山地和丘陵，东北部为低丘，中部的练江

和榕江河畔有宽广的冲积平原，在平原与丘陵之间有台地分布。

全县总面积1591．55平方公里，折合2387325亩，平原仅611300

亩，占25．4％。北回归线横穿县境北部洪阳、广太两镇，属南亚

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粮食一年三熟，油料两造均能种植。

本县自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置县，已有425年的历史。

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还有小麦，甘薯、木薯等。油料作物

以花生为大宗。本县东部、中部为水稻，小麦、甘薯、花生、大

豆主要产区，东北部也宜种植水稻、甘薯，花生，西南，西北部

还可利用山地种植木薯。本县是个缺粮县，解放前年缺粮约5000

万公斤。

明嘉靖四十二年，本县已有田赋，役赋征收。明万厉九年

(1581)，实行搿一条鞭法弦，采取赋役合一制度。清雍正五年

(1727)，执行“摊丁入地，地丁合一"的赋法。民国初期，田

赋沿袭清制，除了田赋外，还须征收银耗、火耗，平余、规费，

粮耗等，苛捐、杂税倍增。1930年，民国政府改征临时地税，把

征收银两改为征收银元。1941年7月，全面改征实物，并随赋带

征借粮，积谷和县级公粮，名目繁多。农民放下镰刀就“无米下

锅"，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1949年10月12日，酱宁县全境解放。人民政府废除了旧的田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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