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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

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从

1370年～1996年毕节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粮食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概况。

二、本志对毕节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粮食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

过程发生的史实，记录的数据，解放前(即以1 949年11月毕节解放划

分前后)的以历史资料为准；解放后全区9个县的粮食产量、人口、土

地，以地区统计局统计数字为准。粮油流通分配部分，概以地区粮食局

统计数字为准，统计数未包含水城县的加注说明。1971年，水城县划归

六盘水地区建制后，所列数字均不包括水城县。

三、本志记述年月，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历史纪年均括注公元年号。

粮油生产分配，按生产年度(当年1 o月至次年9月)记述；粮油流通史

料，按粮食年度(当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记述；其他如财会、粮

油工业(含饲料工业)、基建等，按日历年度(当年1月1日至1 2月31

日)记述。

四、计量单位的使用，本志收录的度量衡和货币，历史部分按当时

通用的名称和计量，如须折合的加注说明。解放后，国家发行的人民币，

以新、旧区分，不加折合。粮食(油)按1日制1 6两、新制10两为1市斤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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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认识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好这个问题很难。 - ‘

在旧中国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生息在云贵高原乌蒙深山的毕节地区各族人民，面对山高水寒，可耕地少且贫瘠、灾害频仍不利于粮食

生产的自然条件，加之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虽经一代又二代人的

努力耕耘，仍然只能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难日子。、．新中国建立后，毕节地区各族人民迎来了解放，获得新生。全区各
级党、政领导机关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方针，始终以农业为基础，把发展粮霎冀霪墓萋鬟蓁鋈羹冀蓁翼

薹冀；蓁雾萋羹霎萋薹耋蓑冀鬟羹羹：蓁羹雾篓蓁鋈雾羹，萋蓁冀翼霾：

羹雾攀薹薹j薹囊鬟蓁錾羹|耋薹羹蓁蓁羹雾霪i ：

塞蠢薹羹霎羹冀羹羹鎏雾；羹蓁薹霎雾囊藿蓁霎璧薹霪。羹錾雾薹雾

蒌蓁鋈雾雾薹羹蓁羹薹前行，有田百余亩，田坝尽处，河水人洞，名牛
洞。洞之东南，河水复出，为桑郎

河。两岸有瀑布十数条，百丈之高，泻于谷中。谷中观天，天仅一线。

二、双江口

北盘江，南盘江，古称群舸江，均源于云南。两江汇合于册亨坝恩附近，称双江口。双

江口距蔗香2公里，在蔗香江边遥望双江 口，江中小船，依稀可见。两江汇合为红水河。

筹建望谟县之初曾拟县名双江。

双江口沙洲形如铧口，延入红水河，两江之水泾渭分明，南江碧绿，北江浑黄。沙洲之

南为高山 ，山脚古树参天。林前有一小庙，昔日往来船主，先进庙供拜，以求平安过滩。

双江口附近之红水河北岸，有一大沙石坝，北边有一深潭。沙石坝中有各类石质冲积

而成的小卵石，颜色、图纹、形状奇异。

双江口沿岸皆山，地势险要。1658年，清军于此大败李定国所率南明军。

第二节 洞 景奇观

一、双鼻洞

在桑郎寨西北白花河的悬崖绝壁上，因一洞双口，形如鼻而名，洞距县城6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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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家畜也多了起来。l961年7、8月间，对城镇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

普遍进行了一次核实整顿，精减下放到农村7万多人。到1 961年末，全

专区吃商品粮人口比上年减少2．76万人，口粮定量由每月的3033吨，

压缩为2676吨，净减375吨，达到控制销量，合理供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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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调动农民出售油菜子的积极性。同时，对油茶子按油菜子统购办

法进行收购。1 956年，油料、油脂交给粮食部门经营。1 957年，遵照省

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食油计划供应的通知》精神，本着“分级控制，计

划供应，量油发票，凭票购油”的原则，对全专区9个县(含水城)实行以

人定量供应，凭票购油。1961年～1 963年，由于强调“以粮为纲"，加上

自然灾害，油菜子播种面积锐减，产量下降，油源紧缺，县城居民口油由
每人每月4两降为1两，农村停止供应。1964年对农村实行“二留"(种

子、口油)政策，生产逐步向好，供应稍有缓和。 -

1978年后，各级党委、政府把发展油菜子生产当作增加农民经济

收入的一项重要措施，扩大播种面积。1 979年，油菜子产量逐年增加。

统购方面，认真执行增产适当增购、多留，减产适当减购、少留，坚持“一

定五年"任务基数，切实兑现奖售粮食和超购加价政策。1979年，实行

按人均交售计算超购加价、综合计价、“倒四六"比例价等收购计算办

法。1 984年，遵照中央和省政府指示，国家统购任务完成后，开放市场，

实行多渠道经营，调动农民的生产和交售积极性。1 986年～1987年，继

续执行按人均交售计算加价办法和奖售化肥、返饼、返油政策。1990年

～1 992年，粮食部门执行综合价，敞开收购、统一人库的办法。1 993年，

贯彻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署的决定，放开粮油价格，油菜子统购

任务不变，实行议价收购。1 995年、l 996年，粮食部门实行两条线经营，

计划内食用油脂、油料，划归政策性业务，由国家粮管所、购销站负责收

购储存。1 979～1 996年的18年问，油菜子产量64．3万吨，国家收购

(含议价)37万吨，占产量的60．6％，收购油菜子325吨，剩余油料留给

农村使用。

桐、木、漆等非食用油料油品，1 956年，随着食用植物油经营业务

由商业部门交给粮食部门统一管理。桐油经营，认真贯彻执行“积极收

购，保证出口"的方针，严禁私商贩运。根据外调和地区内需要，任务分

配到县，按计划收购，调节供求。1 957年，中央将桐油划为二类物资，实

行派购。遵照中共中央和贵州省委的决定，毕节专署指示，桐子收购由

各县结合秋粮估产，派购到户。在保证油脂上调任务的基础上，区内需

要实行重点供应，统一平衡。

1 961年～1 962年，国家收购桐子，实行奖售粮食、化肥的政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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