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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因此，粮政一直为历代王朝所重视。新中国成

立后，党和政府更把发展粮食经济、搞活粮食流通放到了重要的工作日程，把

它提到“无粮则乱”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鹰潭地处交通枢纽，粮食流通历来活跃。早在民国初年，鹰潭米市就闻名

遐迩。建国后的四十年间，鹰潭的粮食工作发展迅猛。全市粮食职工曾在极端

困难的条件下．励精图治，发奋工作，为稳定粮食局势，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他

们的业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为了把鹰潭粮食工作的历史翔实地记录下来，供

今人和后人借鉴，我们投入了必要的人力，编纂了鹰潭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粮食

专业志。

对我们来说，修志绝非易事：年代长久，区划变迁，资料匮乏，前无师承。由

于得到各级领导的热情关怀和新老粮食职工的积极配合，编写人员克尽职守，

历经五载，数易其稿，终于成志。

值《鹰潭粮食志》即将问世之际，作为主事人，我心中喜忧参半，令我欣悦

的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第一次将鹰潭粮食工作的历史系统地记载下

来，总算不负众望，也无愧于后人；让人忧虑的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所限，

志书中谬误在所难免，还待全市粮食职丁及有识者匡正。

愿大家能从这本志书里了解过去、认识现在，探索未来，使其真正起到“资

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徐新民

一九九三年六月

(徐新民同志原为鹰潭市粮食局局长，于一九九三年九月调任中共鹰潭市委常

委、市委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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戽 一
1 J 一

《鹰潭粮食志》的问世，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编写粮食志是一项浩瀚的文字工程，市局从一九八八年底开始这项工作。

经广征博采，在搜集到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本着详今略古、贯通古今的原

则，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伪存真，披阅数载，增删多次，

编写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值此盛世，编纂这部粮食

志，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众所周知，鹰潭的粮食经济状况历来缺乏系统的记载，

以致想了解和研究一些鹰潭粮食经济方面的历史和现状都十分困难，这无疑

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便。《鹰潭粮食志》的问世，从根本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

憾。本志书不仅记载了鹰潭粮油流通史迹，还详尽记述了粮政以及粮油的购、

销、调、存、加工等环节的全过程，窥此一斑，亦可知我国粮油流通之全貌，因

此，颇具存史、资治价值。． ，

鉴古知今，开拓前进。，《鹰潭粮食志》将为我们做好新时期的粮食工作，发

展社会主义粮食市场经济，提供参考和借鉴，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不无裨益。

有感于此，欣然作序。

2

鹰潭市粮食局局长张仁煌

一九九三年十月



凡 例

一、本志书坚持“实事求事，详今略古，横排竖写，只叙不议"的编纂原则。

二、本志书的上限为清末民初，下限为公元1989年。

三、本志书顺序为：序、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十章)，后记。正文部分按

章、节、目编写。

四、本志书文体为白话文。内容以文字为主，文、图、表相结合。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重点记述关系全局的

大事要事。

六、历史纪年。建国前以历史朝代年号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代纪述；建

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七、计量单位：建国前均维持原计量单位(石、斗、升、合等)；建国后一律采

用市制计量单位。

八、粮食年度为当年的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购销年度是当年7月

15日至次年7月15日；会计年度即日历年度。

九、资料来源和出处，在后记中作总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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