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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一、本志取材时间，上限一般起自公元1840年，下限断至公

元1988年。为反映事物全貌，部分史实适当上溯。
7

二，本志以概述冠篇首，以专志为主体，图、表，附录插在

各类记事之中。专志分篇，章，节等层次，分类记述。文体采用

语体文、记述体。 ．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常德市，津市市和安乡县、汉寿

县、澧县，常德县、临澧县，桃源县、石门县，慈利县共十个县

市。新中国建立后，地区的建制曾经两次调整，本志所列数据，

都是按照这个地域范围工进行调整后计算或编写的。

四、本志的时间表述，从古代到清代的纪年用汉字，民国时

期的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并用括号以阿拉伯数字加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历纪年。

五，本志引用的机构，人名、地名，均用当时的名称。不甩

泛指名称，不加褒贬，不以今称代替。但在使用古地名时，注明

了现今地名。4

六，本志所用的计量，货币名称和单位，均按不同时期的实

际情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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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从1987年9月开始编纂。从资

料的收集、整理、考订，到志稿的撰写、评审、修改、定稿，经

历三年多时间。经过撇区建市后的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

查，市人民政府批准，现予付梓。 ，
·

，

本志分为4篇、15章、44节，约27万多字。记述金区粮油征

购，销售、调运，储存，加工、市场、价格，财会核算、机构设

置、职工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情况。以志为主，辅以必要的

图、表、’录，按照横分门类，纵述史实的原则，编纂成册，力求

做列综览伞貌，陈述演变，因果彰明，脉络清楚。
‘

， 本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争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较好地发挥存史、资治和教化的作用。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t要生存、要发展，都

要首先解决好粮食问题。粮食的生产、分配和流通，影响着人们

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关系到国家的成败盛衰。旧中国由于长

期的封建统治，少数人占有大量土地，实行苛征暴敛，过着花天

酒地的生活，多数人辛勤劳动，长年处于啼饥号寒的悲惨境地，

使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反动政权的覆灭。新中国建立

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调整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生

产力，通过实行粮油统购统销，妥善安排了人民生活。特别是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胜利，



2

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人均粮食拥有量跨上新的台阶，城乡人民

过上了温饱的生活，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中国建立后近40年的粮食工作，基本上是粮食统购统销政

策实施、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粮食统购统销，是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在粮食分配和流通领域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对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和组织人民经济生活具有深远意义。实行计划收购，保

障了农民的I：I粮、种子和饲料用粮，国家掌握了必要的商品粮，

为安排社会各方面的粮食需要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实行计划

供应，市镇人口按照定量标准，每人得到一份1：3粮，农村缺粮农

民和非粮农人I：I得到由国家供应的全部或部分口粮。国家对粮油

购销价格实行统一管理，通过多次调高收购价格，粮农增加了收

入，长期稳定销售价格，城镇消费者受益匪浅。这对稳定市场物

价，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t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粮食流通体制进行了重大改

革。从1985年起，改粮食统购为合同定购，并实行多渠道经营。

这对搞活流通，繁荣市场，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生产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粮油价格逐步理

顺，粮油流通与经营将不断拓展，市场调节将逐步扩大，粮食工

作出现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经过近40年的努力，我国巴经逐步探索出一条立足国内，自

力更生，发展生产，节约用粮，做好购销平衡工作的具有中国特

色的发展粮食工作的路子。实践证明：党和国家的粮食工作方

针、政策是正确的，它将永垂青史，彪炳千秋。
’

我国粮食状况虽有很大改善，：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看

到，在生产上，粮食单产不高，地区间发展不够平衡，部分农民

口粮水平偏低，个别贫困地区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在消费

上，目前还是以直接消费为主，把粮食转化为肉、蛋，奶的间接

消费的比重不大；7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改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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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人口增长的因素，粮食消费量必然不断增加。因此，决策粮

食工作，任何时候不能离开人均占有粮食这个基本国情，抓好粮

食生产，分配和流通工作，仍然足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这

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

发展多种经营力的方针，继续把粮食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必须进

一步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调动农民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

性，必须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方针，做副合理少销，必须

在粮食流通领域逐步放开、搞活的同时，加强宏观控制和计划管

理。任何时候必须把粮食抓紧，不能掉以轻心。全体粮食职工必

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进一步发扬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扎实做好本职工

作，千方百计促进粮食稳定增产，保障社会有效供给，为社会盼

稳定和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常。市鞭食扁局长陈长久

一九九一年十一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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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民以食为天’’o粮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繁衍的重要

物资。我国历代的官俸、军需，国用，·民食等，无不取给于粮

食。粮食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

常德地区是湖南省的粮食主要产区之一，素称“鱼米之乡一。

但从鸦片战争以后，到民国时期，粮食产量很低，生产发展很

慢。据湖南省经济调查所和农业改进所的资料反映，常德各

县的稻谷产量，民国25年(1936)为18．02亿斤，民国37年(1948)

为18．69亿斤，i2年只增长3．7r％。而历代政府征敛的田赋，派募

和附加名目繁多，人民群众承受的负担很重。民国30年(1941)实行

田赋征实，常德各县赋额折征稻谷491494石。民国37年(1948)

增加到1395223石。另外，通过采购军粮、随赋购粮、带募积谷

等供应军需和公教人员消费。民问粮食贸易则为粮行，碓户垄

1949年秋，全区各县相继解放。各级人民政府重视粮食生产，

流通和分配工作。．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区在农村进行清匪反霸，

土地改革，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粮食生产。到1952年，全区粮食

产量为25．8亿斤，比1949年增长31．4％。1957年为28．6亿斤，比

1952年增长10．9％。由于1958年“大跃进"，1959---,1961年连续

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回落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水

平。经过1962"-'1964年三年调整，全区粮食产量1965年上升到

32．8亿斤。“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产量仍呈逐步上升趋势，

1967一--1976年年均产量为42．4亿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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