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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局办公楼

◆粮食局领导在研究工作

●粮志编写组成员合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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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积极收哟农民出售的爱国粮

▲乌电咀粮库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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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粮库露天贮粮

◆县粮油运输公司车船队

●城关大米厂全景





●湖区粮食装包待运

卜乌龙大米厂全景

●粮食局饲料厂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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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粮店为五保P、烈军属送粮油上门

◆仓库绿化



▲县粮食局职工学校
▲省粮食局授子的‘

▲粮食局老-T-部、职工文娱活动室。

1d}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俗话说。 “湖广熟．天下足纾．湘阴地处洞庭湖畔，素称

曩鱼米之乡"，．1988年被评为全国100个粮食生产、交售先进县

之一．所以．编纂一部‘湘阴县粮食志'．把湘阴的粮食产、

购，销、调、存、加等业绩载入史册．是顺乎潮流、合乎民意

的，是当之无愧的．

我局根据中共湘阴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统一安排，在县志编

纂委员会的指导下．于1986年成立了局粮志办，着手编撰。由于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以及局粮志办工作人员

积极努力．此志于1990年5月完成初稿，再经广泛征求意见。反

复进行修改．于是年底最后定稿．历时四年有余。

‘湘阴县粮食志'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反映湘阴粮油工作的

专业志．它以事横排，以时颐写．真实地辑录了湘阴历代的粮油

产量、收购，销售、储运、加工以及经营管理、机构设置等情况。

对研究湘阴稂油历史，促进当前及今后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盛世修志．意义深远。鉴前世之盛衰，知今日之变故，展历史

之业绩，启后人之心扉，这不仅可以增长人们的历史知识，提高

民族文化素质．而且还能激发湘阴人民搿爱我湘阴、爱我粮食彦

的热情，跻身于改革洪流。奋战在粮食战线．搞活经营．开拓前

进．实在是一件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壮举。

范仲淹为重修岳阳楼作记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 “先天

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局粮志办嘱我写几句话．我

想·无非是以古为镜．古为今用．弘扬“优天下一之思想，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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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工作．我县1300余名稂工虽然各自的工作岗位不同．但是都

必须树立起正确的忧乐观．忧国优民．尽职尽责。中国自有史以

来，各朝代都以农业为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关

系国计民生的粮食问题作为第一件大事在抓。新中国成立以来前

短短四十年中，就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实在是一

个了不起的奇迹。但是，我县粮食系统干部职工决不可掉以轻

心．应该看到全国的粮食收支还是处在紧张的平衡状态之中。因

此．作为粮食工作者．要时刻注意傲好四件大事t第一，支持发

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I第二，保证完成国家购销计划，切实

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第三．抓好科学保粮，确保粮食安全储

存I第四．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实现财务收支平衡。这就是我借

这个机会提出的共勉要求。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湘阴县的粮食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l

湘阴县粮食局局长陈剑光

1990年5月于湘阴城关



编辑说 明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按尊重

历史，求实存真、详今略古的原卿l编纂。以事分章、节、目、档

4个层次，依时间顺序记述湘阴粮油的历史与现状。全志除序、

概述、大事记外，设8章33节、70目。

二、本志以明洪武年间为上限．以1989年为下限。

三、县境区域，新中国成立后，除局部地区与邻县调整外，

还有1954年11月湘阴划出原18区(又称锡安区)，划进南湖区。

1961年4月划出屈原农场，1966年3)1湘阴分为湘阴、汨罗两县。

故本志1966年以前所记事实与数字均包含湘阴当时所辖区域。基

于此因，志中许多数字存在不可比因素，所以在分析对比时，大

多以1966年为界．

四、由于1956年粮食局机关失火．许多会计与统计资料被

毁，故1950",-,1955年的一些数据因无从查证而空缺。

五，本志各个时期的各种计量单位均沿用当时名称。

为便于分析比较，1987年后的某些重量公制单位亦换算成市制单

位。资料来源t历史资料，志中一般有注明l新中国成立后，来自

省、地(市)县统计局和粮食系统的粮油统计资料，以及省、地

(市)、县档案馆、县粮食局的档案资料。在本志中未分别说明

来源．
。

六、志中的时同表述。中华民国前均用汉文数字， ()内

数字为公元纪年l中华民国起，均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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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由于本志时间跨度大，

限．其中漏编与错误在所难免．

Z

涉及范围广．加之编辑水平有

恳请勘正．

湘阴县粮食志编写组

一九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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