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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粮食志》的问世，是全市粮食部门的一件大喜事。

盛世修志，鉴史兴今，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廊坊市

粮食志》是按照廊坊市地方志办公室审定的目录和廊坊市粮

食工作实际，在廊坊市粮食局党组的直接领导下，由修志办公

室同志依靠集体智慧和力量，克服困难，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编纂写成的一部专业志书。全书分16章78节，共16万字。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粮食是治国安邦的万物之首。粮食工作是安定人民生活、稳定

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方面，《廊坊市粮食志》对此作了全面

系统地记述，反映了建国四十多年来廊坊市粮食工作发展的

全貌。本书材料丰富，内容翔实，观点鲜明，是四十多年来廊

坊市粮食工作发展历史的记述以及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是廊

坊市粮食理论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充分发挥国有粮食部门做

好粮食工作，保障供给，稳定市场、稳定人民生活、稳定社会，

发挥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主渠道作用可资借鉴的可靠材料，

对推动全市粮食系统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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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

在编纂《廊坊市粮食志》的过程中，得到廊坊市地方志办

公室的及时指导和廊坊市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本局离

退休的老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得到了本局各科、室的大力支

持，同时也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所限，又缺少编志经验，难免存在疏漏

和不尽人意之处，望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以利我们借鉴

历史经验，更好地做好工作，发展社会主义粮食事业。

廊坊市粮食局局长

徐进忠

1997年2月18日



编 辑 说 明

一、《廊坊市粮食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尊

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内容真实、全面。

二、本志书由概述、大事记、16章组成。内容包括：机构改革、粮

油购销、储藏运输、粮油工业、企业管理、科技教育。共计16万字。

三、本志书采用语体文，记叙体，横排竖写。上限自1949年8月

天津专区建立起始，下限至1993年底止，共45年。经历了3次改变

建制名称(1967年11月天津专区改为天津地区，1974年1月天津地

区改称为廊坊地区，1989年4月改称席坊市)，文中使用均为当时行政

建制名称。

四、本志书资料来源于廊坊市档案馆所存档案资料、廊坊市统计

局的统计数字、本局所属的文件、资料、报表及经过核实的口述资料。

五、本志书计量单位，采用公斤、克、吨、公里、亩、米。

六、本志书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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