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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磨盘、石磨棒
(耿马石佛洞新石器遗址出土，距今3㈤o多年。 马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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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世纪五十年代建造并使用过的圆筒粮仓

■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拱顶粮仓



_建于二十世纪末的粮食储备库 (临沧县粮食局供稿)

■钢板油筒 (临沧县粮食局供稿)



临沧地区粮油志

序一

金美文

《临沧地区粮油志》终于搁笔问世了。这是临沧地区粮油战线

的一件大事，也是对曾经为临沧地区粮油事业的发展作出奉献乃

至付出生命的老一辈粮油工作者的慰籍，更是一部可供“存史、资

治、教化”的临沧地区粮油事业发展的专著。

本书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

来，临沧地区粮油工作的发展、演变。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

态度，并严格按照志书编纂的体例，客观、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党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对粮食这一特殊

商品所采取的方针、政策；记述了临沧地区粮食工作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历程。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这一关系国计民生、军需

民食的特殊商品，自古以来无不受到当权者的重视。但真正解决

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当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五十多年来，粮食工作为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

和社会进步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

题，是国家对农民生产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结果，这样，有利于

国家掌握足够的粮源、缩小社会供需矛盾；对消费者实行定量、限

价供应，保证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对粮食实行统一调拨，促进了不

同地区之间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对粮食实行全国性统一储存，提

高了国家抗灾防灾，应急自救的能力；对粮食价格实行购销倒挂和

长期稳定，确保了我国实行低收入、高就业和整个物价的基本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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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正是这些基本措施使我国在艰难曲折的发展时期，以有限的

耕地和较低的农业生产水平，保证了中国民众的吃饭问题。

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极大的

激发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粮食稳步发展的前提下，80年代以来，国

家对粮食流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成功改革，特别是90年代初到

20世纪末的10年。实行稳购放销政策，放开粮食市场，提高粮食

收购价格、提出政策性经营和商业性经营分离的“两线运行”机制，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粮食商品的需求。在新的历史时

期，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粮食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要在

市场竞争中求得发展又要保证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粮食

工作者任重道远。 ．

我们编写《临沧地区粮油志》正是要记住历史，面对未来。启

迪后人，以史为鉴。以一种全新的观念，全新的思想，面对全新的

粮食工作。 ．

在《临沧地区粮油志》付印成书之际，谨对参加此书编纂工作

的全体人员表示敬意，对在此书编纂过程中给予热情帮助的有关

单位表示谢意。如果本书能成为临沧地区粮油工作的一个组成部

份，能为后人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资料的话，将是全体粮油工作者

和该书编纂者的最大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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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李予洪

经过多年的努力，《临沧地区粮油志》已付印成书了。该书全

面记述了临沧地区粮食工作发展变化的历史，客观地反映了粮食

工作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迂回曲折。这对我们了解临沧粮食工作

的过去，搞好当前的粮食工作以及展望粮食工作的未来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安粮则稳天下。粮食工作从统购

统销到“四分开一完善”，再到保价收购，封闭运行以及到2003年4

月1日起我省实行“三放开”(即放开市场、价格、收购)的粮食购销

市场化改革；粮食供给从军供、市场销售、救济救灾又增加了从

2002年开始的退耕还林供粮。这就是粮食工作发展变迁的缩影。

我们从中清楚的看到党和政府为了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

确保粮食安全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以及粮食工作的重要。

重温粮食工作的历史，就是让我们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

失误的教训，搞好粮食工作，努力谱写粮食工作历史的新篇章。

《临沧地区粮油志》的成功编撰，这既是全体编撰人员的努力，

更是临沧粮食工作者在粮食工作第一线辛勤劳动的结果，是他们

撰写了历史。

二00四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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