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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粮食乃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常言：“国以

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今中外，莫不视民食之

丰欠，为一国盛衰之根基。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虽都将粮食作为治国之本，然砸旧的粮食管理制

度极为落后和不合理，加之官府横征暴敛，粮商高利盘剥，广大劳动农民

苦不堪言。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粮食工作，制定了合理的购

销政策，加强了粮食产、供、销的经营管理，促进了粮食生产的不断发

展，市场粮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历史上，本县旧志虽有田赋之卷，但多为官府财源、赋税役贡之简

述，概无广大人民的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记载。当今盛世，政通人和，百

业俱兴，为编史修志创造了条件。为此，我局根据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部

署，从1 9 85年1月歹『始，抽调人员。组织编纂《建宁县粮食志》。经过

二年多的努力，完成了编写任务。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市、县各级

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县各有关单位的通力协作，以及粮食系统许多老同志的

亲切关怀，因此，可谓众手成志，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和集体劳动的成

果。编修社会主义的新志书是一项浩繁而又艰巨的工作，由于档案资料残

缺不齐，加之，限于时间与水平，书中遗漏、谬误，在所难免。

在《建宁县粮食志》成稿付印之时，应编纂同志的要求，聊献数语，

权以为序。

郑文义’

一九八七年元月一日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一色泽东思想勾指弓1思恩，坚持历史”，{“，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 力求f：4㈠j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一。

二、本志书采用专业志体裁，以记．事为主，附以图、表、录， }j

求体现本专业特点。

三、本志书首列序言、凡例．大事记等诸篇，正文分设1 3·聋，，

为表述有序，章以下设节、 目、二子目．细目等四个档次，并附以图

表，补文不足。

四、本志书从备篇章内容实际情况出发，上限不作统一规定， 1：

限断至1 9 87年底，问亦有延续到搁笔时为止者。

五、本志书的计量单位：粮田面积，不论古今，均以市亩为学

位。产量，解放以前，按历史习惯；1 9 49年以后，以市斤为单位。

还因粮食是特殊商品，其数量统计，均按《粮油商品流通统计制度》

规定的口径，都以“折合原粮和总折油”计1算。对粮油的征购、销售、

调运、库存等数量的统计时间，均按粮食年度统计，(当年的4月1

F．t起至翌年的3月3 1日止)加工、财务以及其他方面的统计时矧，

系按公历年度统计。关于产量、人口等的统计，只囿于参于粮食统岣

统销部分(非全社会)故与统计。部j、]的资料不相一致。

六、解放前后的划期： 以建宁县城解放时间为准，即1 9 50一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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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后为解放后。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各级档案馆档案文献、图书馆存书和本

县1日志；小部分来自知情人和当事人提供的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

一般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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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1 68年--1 9 1 1年)

南宋乾道四年(11 68)建宁始立社仓。时建安大饥，朱孑请j

府贷粟六百斛(每斛五斗)。籍户口散给之，民赖以生。

洪武十七年(1 384)，大饥。

正统九年夏(1 444)，大饥。

景泰六年(1 455)，大饥。

弘治元年(1 488)，大饥。

嘉靖九年(1 5 30)，夏五月大饥，邑令江一桂发仓粟赈之。

嘉靖十一2-年(1 5 33)，夏霪雨米大贵。

嘉靖十九年(1 540)，六月大饥。郡守王纺命知县梁随发仓粟赈

之。

嘉靖二十二、二十三年夏(1 543—1 544)，大饥。

嘉靖四十五年(1 566)，春大饥。邑令皮志文发仓粟赈之。

万历二十二年(1 594)，夏饥。

崇祯元年(1 62 8)，春二月陨霜，是年豆、苎、油、果俱无。夏

四月，米价腾贵。

崇祯九年(1 6 36)，夏大饥，有殍死者，邑令左光先力赈之。

顺治四年(1 647)，五年(1 648)，夏大饥，斗米钱达三至五百。，

顺治八年(1 651)，夏四月大饥，斗米钱三百，邵武镇将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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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运泰米至，赈济饥民。

道光七年(1 827)，夏大饥，民多作糜粥以食。

道光f三年(1 833)，八月大寒，禾冻死，秋稼无收。

道光十四年(1 834)，夏大饥。六月f九．日大水，坏豁桥田房无

数，斗米钱八百，盐亦陡涨，每斤钱百文，贩P首拌豆渣，久之生

蛆，乃拌石膏，遂未觉，至翌年春，比P皆患腹泻病，凡投凉剂治

者，皆死。

光绪f八年(1 89 2)三月初七日，连E1雨，雨至地下有硫磺

气；秋，禾穗冻死，收减半。

光绪卜九年(1 89 3)夏，米暴贵，官绅设局平粜，建宁米贵自

是开始，后渐递涨无减。

(1 9 1 2～1 949)

1 9 1 2年(民国元年)

是年1 0月，在杨家湾，均口设立积谷仓。

1 9 1 3年(民国二年)

是年，特大饥荒，知事王洪滋等筹款一万二千元，派人分赴泰

宁、将乐、顺昌、洋口等地采购米谷。县城设平粜总局，溪口设分

局，乡间责成绅士遵照平粜，供应缺粮P，解决青黄不接问题。至新

谷登场，撤销平粜局机构。

1 9 1 4牟(民国三年)

是年，在伊家湾没立裕民社。

1 9 1 6年(民国五牟)

是年，在兰溪设利济社。

1 9 1 7年(民国六年)

是年，在隆下设崇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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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8年(民国十七年)

是年，政府向农民强征了二年粮，翌年又进行重征，农民交纳干

起，被关押拷打者不计其数。

1 9 32年(民国二卜一一年．)

是年，8月2 1日，中央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发展粮食

合作社运动》，《粮食合作社简章》。

是年底，红军派张鼎丞同志来建宁里心。渠村一带收购粮食，两

个月收购二万多担大米。

是年，建宁成立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处。

1 9 3 3年(民国二十二年)

2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苏区发行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决定以

一百万元供给军用；以二百万元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及扩大对外贸

易等事业。在推销公债的同时，苏区人民节省谷子，节省钱，借给或

捐给政府，以供给红军食用，解决了建宁来往红军的粮食与战费问

题。

4月，建宁分配土地基本结束，全县开展向群众借粮运动。

1 1月，建、黎、泰苏区结束选举工作，召开了各级工农兵代表

大会。设立了粮食部(委员)。

1 9 34年

2月4日《红色中华报》刊登：建宁县安寅区的工农群众，参战

热情高，挑粮食卖给红军，三天内集中粮食白米万多斤。

1 9 38年(民国二f七年)

是年，县粮总廖鸿基(翼云)，因积欠粮赋包额，无法上缴，被

县政府科长张国文，责打大板于公堂，羞愤投河自杀；

1 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一气——



是年，将乐、顺昌两县征收建宁县下水船运的米捐。县派廖青

松，章行义赴省请愿。经省府批准停征．

1 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3月，各县区粮食余缺供应办法分为两期调节。每期50天，第

一期指定浦城、邵武、崇安、建阳i建欧、·建宁等28个县为供应

区．产米区自3月2 5日起，每日供应给各缺粮区最低数量．建宁应

供给福州500担．

1 941年(民国三十年)

2月，福建省政府训令：令建宁县政府。兹为便利各县(区)住

户．机关、学校、团体：工厂等购买粮食起见，特讧定福建省计口授

粮。县(区)在3．月底前试办．

’4月24日。福建省粮食管理局颁布：闽江上游船运粮食暂行办

法． ．

6月26日，建宁县政府颁布清理各乡镇仓储积谷暂行办法．

6月30日，福建省政府训令：令建宁县政府施行。非常时期违反

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一．

1 0月20日，溪口、均口，里心三处设经征分处，各乡镇普设分

柜。

1 1月1日起，田赋改征实物．

是年，福建省粮管局法令：规定建宁县每月运粮七千担，供给永

安、三元(今称三明市三元区)、沙县等地。

1 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1月8日，在溪口成立建宁县余粮购销处，设正副主任各1人，

主任汪盈科，副主任朱禹铭。并在溪口设立粮食检查站。

1月1 2日，县田管处颁布：催征实物田赋办法，3个粮区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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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征队，队长由县府及田粮处指派高级职员担任，每柜设督征员1

人。

1月1 3 El，县府颁布：县粮食业务机关，业经组织余粮购销

处，办理全县粮食购、运、销、存等事宜。裁撤建宁县粮食管理委员

会机构，县府增设粮政科。

5月，福建粮政局为便利收购余粮计，暂准建宁、邵武、建阳、

宁化等县粮食限制出口。

9月1 9日，县粮政科令：31年度应随赋带征积谷2300市石

(每石为1 08市斤)。

1 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是年，全县党政军民提倡吃糙米，由公学粮项下每百斤以40元

供应。

是年，政府规定：凡粮食出境，应由县发给护照。粮商营业应申

请登记给照，以实行粮食管制。原县粮政科改粮政股，隶属财政科，

专管全县粮政。

1 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是年，建宁饥荒。

7月，中央发起献金献粮运动，成立。献粮审议监察委员会分

会”。凡田赋满5元者献粮；无赋者献金。至8月底共献金额841 0

万元，粮1 9石余。 ‘．

同月，县商会奉令摊派积谷代金，计国币5万元。

1 0月间，建宁第一家私营。三平”碾米厂在溪口厂下设立。

1 94 5年(民国三十四年)

1月1 4日，县修建参议会，投资50万元，系由余粮购销处红

利内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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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南平督察专员何震，在县参议会召集各乡开会，要把本县

存粮运往南平．议员学李太在会上说：“那么我县岂不要移民就食吗?”

为此触怒了专员，指宁是蓄意破坏，因宁系退役少将，未加问罪，但

存粮却被运走。

、1 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县田粮处拨糙米5000市担运福州，按优惠价每百斤2496．60元

出售。济榕民食．

．1 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是年，县府拨余粮米2万斤运往福州，修缮朗官巷、上杭街的建

宁会馆．

农历四月初十。建宁发生抢米事件，张龙生、肖瑞兰等9人被捕

关押一月余释放。

1 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是年。因法币贬值，粮商米行关闭。

是年，县粮管处裁撤，并入县府粮政科．

1 9 51年

1月，建宁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董德兴主建里心第一座粮仓，容

量80万斤．

1 2月i南平专署贸易公司，派秦树林、黄忠义．陈依瑞、赵彦

海、谢文湘、陈彦金等，组建建宁县贸易营业处，秦树林任主任。

1 9 52年

7月1日，成立建宁县人民政府粮食科，姚藻任科长。

8月，建宁贸易营业处撤销，业务移交供销社。

是年秋，，福建省贸易公司南平分公司派黄忠义等人，在溪口设临

时粮食收购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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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月，成立建宁县人民政府粮食局(以下简称县局)，高桂昌任

副局长。

1 9 5 3年

是年第二季度，取消私营粮商，国家在城关、里心两地区开始经

营粮食购销业务。

1 1月2 5日，公布取消粮食自由市场，实行统购统销。

1 9 54年
。

3月1 5日晚1 2时许，溪口村因民房失火，延及县直属粮仓租

借的民仓一座，县长刘希增带领干群抢救出稻谷1 3 500 fi-,,被烧毁

24940斤。

是年，县设粮食购销公司，地点在衙前街。

6月，县供销社在下坊浙江会馆创办碾米厂。1 9 56年6月该厂

移交电厂。1 9 58年3月又移交粮食部门归口管理。

7月份，南平专署派林道诚为建宁县人民政府粮食局第一任局

长。

同月，

管理站。

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在城巷、里心、均口等区设立区粮食

是年起，实行粮食“三定”政策(即定产、定购、定销)。

是年，推广浙江省余杭县。四无粮仓”保管经验。
‘

6月8日，原。建宁县人民政府粮食局”，改为“福建省建宁县粮

食局”，并成立四、五区两个粮站(溪源、客坊)。

7月份，粮食企业单位工作人员，改工资分计算工资为货币工资

制。
。

是年，福建省粮食厅基建工程队在城关、里心、均口三个粮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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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jt座第一批沥青基建仓，仓容均为3 50乃’j卜

1 9 56年

是年春起，对全县89个乡进行统销复查。

是年，客坊区与里心区合并，粮站也随之合并。

4月，里心碾米厂改造为公私合营。

是年，县粮食局与城关粮站合并单独成立中国共产党建宁县粮食

局党支部，林道诚任书记。同年，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宁县粮食局

支部，书记黄立减。

1 9 58年

1 1月1 2日，建宁县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县人委)。决定：本年

农业税一律折征货币，对原来应交的农业税任务，应并入统购交售国

家。公粮价格，按当地接粮点收购中等牌价。

是年冬，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提出：“鼓足干劲拼命干，放开肚皮

吃饱饭”，全县取消粮食定量。县供销合作社在东门城楼开办吃饭不

收粮票大食堂，不久便关闭。

1 9 59年

2月，成立建宁县粮食局附属油厂。

是年，在城关建油库一座，容量50吨，地点在城关粮站后仓右

前方，只使用3年因漏报废，于1 979年炸毁。

是年冬至1 9 61年春，闽江水电工程局先后两次派民工460余人

来建，支援运粮。丁道元任运粮大队长。

1 9 60年

4月5日，县人委制订“关于1 9 60年油脂油料统购统销办法草

案”，决定油料实行全购全销，但未能执行。

9月20日，建宁县委为支授灾区，号召全党全民动手大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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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办粮食，开展节约粮食运动。

是-年，成立粮食工会委员会，主席林道太，副主席傅明泉。

是年，南平专署粮食局在建宁县召开计划和票证管理现场会， 洋

授给锦旗一面。

1 9 6 1年

1月1 9日晚一时许，城关粮站杨林仓库发生火灾，至次El晨五

时许扑灭，烧毁稻谷83 1 24斤，保管员张自成处以三年徒刑。

6月份，县局附属油厂与城关碾米厂合并，成立榨油车间。

是年，福建省粮食厅(以下简称省厅)派汽车队，来建宁协助运

粮。

是年，开始建立农村人艮公社集体储备粮制度。

1 9 62年

5月27日，建宁县遭受40多年未有的洪水灾。城关的建设

龟、李家祠仓、下坊后仓及门市部、城关加工厂、榨油厂、基建材料

库、城关粮站办公室、职工宿舍、客坊粮站、贤河、石舍、均口、兰

溪等仓库被淹。淹没的有稻谷、大米、小麦、大麦、各种豆类、油菜

籽、油茶籽、养麦、油饼等，损失巨大。城关建设仓水深齐胸。

是年，设立建宁县粮食支库，董仁起任支库主任。

1 9 6 3年

7月2 5日，县局决定：取消运粮补贴，恢复义运制度，凡需肩

挑送粮地区，义务运粮里程一律为1 5华里。

1 9 64年

”月3曰，县∥、委通知：改工业品换购粮食为超产超购超奖办

法。

1 2月2日，桐元大队寒婆岭一队、二队和枧头大队官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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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首次实现户均售粮超万斤。

是年，城关碾米厂新建大米车间，生产全部自动化。

1 965年

1 1月1 2 E1福建省物价委员会通知：对城镇居民吃国家供应粮的

人口，发给生活补贴，按供养人口平均收入，每人每月在1 7元以上

的不补，1 7元以下的，给予补贴。

是年，基层粮站实行财务独立核算。

1 966年
。

1月1 0日，省厅决定：从1 9 66年开始，任务内征购和附加粮

合并，由省统一管理，取消分成办法，不再层层加派附加粮。

3月，全面开展粮食定购工作，5’月结束。征购任务仍按1 96 5

年任务2648万斤，并从1 96 5年一1 9 67年3年不变。

8月9日，县人委决定：提高粮食统销价格。

1 967年

3月，县局。造反派”夺了局行政领导权。成立。生产领导小组”。

8月1 0 El，里心粮站保管员刘金官上厕所被另一‘‘造反派”伏击

中弹身亡。同月1 3日，里心发生“8·1 3武斗”，黄坊粮站保管员郭

绍堂参加武斗死于里心粮站后山坡。

1 2月24日，成立建宁县粮油管理站革命委员会，由綦宝玺、谢

震敏、罗春茂、胡千发、陈道亨、余嚼华等6人组成(缺1人)，綦

’襄玺任主任委员，谢震敏、罗春茂任副主任委员。

是年，粮食征购任务未能完成，从江西省调进粮食1 90万斤，

补充县内粮食之不足。

1 9 7 O年

5月下旬，县粮油管理站在城关民主街设“醇化饲料门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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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1牟

1 1月2 0日，在-jt,{底窠修建一座4 7 6乎疗米的畜牧场。

1 97 2年

1 0月，原黄坊粮站分设黄坊、溪源两个粮站。原均口粮站分没

均口、伊家两个粮站。

是年，国务院44号文件决定：实行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

调拨、统一库存的“四统一”管理办法。

1 9 7 3年

是年，恢复建宁县粮食局。

5月2 3日，在杨林“五·七”良种场举办第一期粮食干部、职1j：

批修整风学习班。

1 974年

4月2 9日，全县7个粮站、21个粮点、53座仓库，首次实现粮

“四无”。

1 9 7 5年

1月1 5日中午，里心碾米厂工人江民权，操作不慎，被皮带轮

卷入砻谷机，当即死亡。

3月1 5日，在县农械厂搞“旅大粮食管理经验”试点。

1 97 6年

是年，首次引进木本油料楝树苗300株，并于1 97 7年、1 97 8

年又继续引进2万多株，耗资数千元，试种均未成功。

1 977年

9月1 7日，华东地区粮食统计第四次经验交流会在厦门召开，

县局计统股陈声琛代表出席会议。继而于1 97 9年、1 98 1年连续两

次出席在井岗山、黄llJ召开的第五次、第六次华东地区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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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月1 9日开展清仓查库，查出贪污盗窃4起，处理悬案1 1

起。

是年推广长汀仓储技术革新经验，耗资2万余元未能奏效。

1 978年

6月3日，县局增设油脂组。

6月1 7日，省厅在建宁召开粮食商业统计工作现场会，并授予

建宁县粮食统计工作为先进单位。

7月1 1日，成立整顿粮食统销领导小组，郭玉守任组长。綦宝

玺任办公室主任。

1 97 9年

3月”日，成立中国共产党建宁县粮食局总支委员会，綦宝玺任

总支书记。

是年，县局在伊家公社兰溪大队妇女耕山队，试种油沙豆。因收

获时花工大，未能推广。

是年，建宁列为全省1 3个商品粮基地之一。

1 980年

是年，夏粮征购开始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六种粮食国家标准”。

6月9日，县局计统股陈声琛出席中央粮食部在北京召开建国以

来全国粮食统计工作第一次经验交流会，并作了题为“做好粮食计统

工怍，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发言。粮食部授予建宁县统if；r_作先进单

位。粮食部《统计文件经验汇编》刊登了发言稿并列为粮食统计学习

资料。姜习付部长接见了我县代表。

9月1日，成立建宁县粮油议购议销公司。(以下简称县议价公

司)

是年，第一次运销广东省议价稻谷50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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