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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松花江地区是

全省重点产粮地区。全区共有耕地一千四百多万亩。九个县

(市)，有七个粮食基地县，两个大豆基地县。

建国以来，松花江地区粮食生产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

斗，已经彻底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单产不高、总产不稳、农

业单一的局面，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增长，先后突破四十亿、五

十亿、六十亿斤三个大关。尤其是联产承包后的五年，一年登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88年在灾多灾重的情况下，粮食生产

创历史最高水平。粮豆薯总产达到六十四亿八千万斤，占全省

粮豆薯总产的五分之一，人均产粮二千一百六十一斤。出售商

品粮三十四亿多斤，商品率达51％，其中交售国家二十五亿

斤，人均贡献八百三十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以粮为

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至关重要，与人民

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编修一部粮食专业志书甚为必要。它

将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松花江地区《粮食志》的编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利用辩证的观点，科学方法，忠于史

·1 。



实，秉笔直书。它的问世，既反映了松花江地区粮食工作概况，

又真实的记述了粮食购、销、调、存、加及粮食机构、人事更迭

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也是粮食工作的

，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

为了编好这部书，根据地委、行署、省粮食局指示，我们抽

调人员，组成班子，查阅了大量资料，经过两年多的精心编纂，

1 995年11月1 6日脱稿成书。值此成书之际，粮食局念我在

粮食部门工作四十四年之经历，故嘱我为书作序，盛情难却，

谨书数言，以此为序。

王书勤

1995年11月16日



凡 例

一、《松花江粮食志》，上限1965年，下限至1990年。

二、志书，以记、述、志、传、表、录等形式，用语体文横排纵述粮油

事业发展的历史全貌。

三、志书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的

原则，重点记述粮油的历史演变；以粮食征购、粮油销售、粮油调运、

粮油储存，粮油加工为重点。

四、志书的资料来源：省粮食局、地区粮食局历年的统计资料、决

算，有关粮食工作文件汇编等，查阅松花江行署档案局有关粮食方面

的资料，各科室有关资料和口碑资料，并参照省粮食局有关史志资

料。

五、志书在《概述》之后分为十五章六十九节，共二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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