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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i抬 言
刖 舀

《锦州粮食供应志》，是按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用新

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写的一部新型志书，是振兴粮食商业之所

需，也是为子孙后代留下的文化遗产。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锦州

粮食商业的历史，特别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的粮食商业建设发

展，力求作出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

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的同时，实行粮

食计划供应，设立政企合一的粮食供应管理机构，统管粮食经

营，改变过去自由交易粮价不稳的状况。30多年来实行粮食计划供

应，在粮食生产任何丰、欠年问均保证居民口粮和工商行业用粮的

需要，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起到促进作用。

对《锦州粮食供应志》编纂工作，市粮食局和市粮油供应管理

公司领导十分重视，1 985年9月组成修志办公室，并制定了修志方案。

几年来修志人员查阅历史档案1 21卷，搜集50万字文字资料和大量口

碑资料，依据地方志的理论，采用章、节形式进行了编纂。1 987年6

月完成第二次稿，1988年5月完成第三次稿。1988年5月先后经公司

编纂领导小组和市粮食局编纂委员会审查，根据两次审查的意见进

行修改，于7月底定稿。8月初和9月下旬经市志办两次审查，1 988

年9月28日批准出版。全志书共1 1章27节约9万字。

在编志过程中，得到市志办和市粮食局修志办的具体指导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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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公司领导的支持与关怀，公司各科室、各粮管所和一些离退休

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得到省、市档案馆、图书馆和市粮食局

档案室的支持；在此，我们对上述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粮食商业历史较长，资料残缺，加之编写人员学识有限，

有许多不足之处，请领导、读者批评指正。

锦州市粮油供应管理公司修志办公室

1988年lop]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概述⋯⋯⋯⋯⋯⋯⋯⋯⋯⋯⋯⋯⋯⋯⋯⋯⋯⋯⋯⋯：⋯··(1)

第一章大事记⋯⋯⋯⋯⋯⋯⋯⋯一⋯⋯⋯⋯⋯⋯⋯⋯⋯(5)

第二章机构沿革人事更迭⋯⋯⋯⋯⋯⋯⋯⋯⋯⋯⋯⋯(1 3)

第一节机构沿革⋯⋯⋯⋯⋯⋯⋯⋯⋯⋯⋯⋯⋯⋯⋯⋯(13)

第二节人事更迭⋯⋯⋯⋯⋯⋯⋯⋯⋯⋯⋯⋯⋯⋯⋯⋯(1 7)

第三章职工队伍及先进单位、人物⋯⋯⋯⋯⋯⋯⋯⋯⋯(37)

第一节职工队伍发展与构成⋯⋯⋯⋯⋯⋯⋯⋯⋯⋯⋯(37)

第二节先进单位及先进人物⋯⋯⋯⋯⋯⋯⋯⋯⋯⋯⋯(38)

第四章粮食自由贸易⋯⋯⋯⋯⋯⋯⋯⋯⋯⋯⋯⋯⋯⋯⋯(62)

第一节私营粮食商业⋯⋯⋯⋯⋯⋯⋯⋯⋯⋯⋯⋯⋯⋯(52)

第二节国营粮食商业⋯⋯⋯⋯⋯⋯⋯⋯⋯⋯⋯⋯⋯⋯(55)

第五章计划供应⋯⋯⋯⋯⋯⋯⋯⋯⋯⋯⋯⋯⋯⋯⋯⋯⋯(62)

第一节 以户定量供应⋯⋯⋯⋯⋯⋯⋯⋯⋯⋯⋯⋯⋯⋯(62)

第二节以人定量供应⋯⋯⋯⋯⋯⋯⋯⋯⋯⋯⋯⋯⋯⋯(65)

．第三节工商行业用粮供应⋯⋯⋯⋯⋯⋯⋯⋯⋯⋯⋯⋯(72)

第四节 计划用粮 节约用粮⋯⋯⋯⋯⋯⋯⋯⋯⋯⋯⋯(76)

第五节票证管理⋯⋯⋯l o o oot⋯⋯⋯⋯⋯⋯⋯⋯⋯⋯⋯(78)

第六节粮油价格⋯⋯⋯⋯⋯⋯⋯⋯⋯⋯⋯⋯⋯⋯⋯⋯(81)

第六章粮店工作⋯⋯⋯⋯⋯⋯⋯⋯⋯⋯⋯⋯⋯⋯⋯⋯⋯(102)

第一节经营方针任务⋯⋯⋯⋯⋯⋯⋯⋯⋯⋯⋯⋯⋯⋯(102)
l



第二节网点建设⋯⋯⋯⋯⋯⋯⋯⋯⋯⋯⋯⋯⋯⋯⋯⋯(103)

第三节粮店职工职责⋯⋯⋯⋯⋯⋯⋯⋯⋯．．．⋯⋯⋯⋯(105)

第四节 售粮工具和售粮手续⋯⋯⋯⋯⋯⋯⋯⋯⋯⋯⋯(1 0 7)

第七章优质服务⋯O B O O UI⋯⋯⋯⋯⋯⋯⋯⋯⋯．．．⋯⋯⋯⋯(1 I 7)

．第一节柜台服务⋯⋯⋯⋯⋯⋯⋯⋯⋯⋯⋯⋯⋯⋯⋯_(1 1 7)

第二节社会服务⋯⋯⋯⋯⋯⋯⋯⋯⋯⋯⋯⋯_⋯⋯⋯(121)

第三节粮店服务标准⋯⋯⋯⋯⋯⋯⋯⋯⋯一⋯⋯⋯⋯’(124)

．第八章 粮油食品及议购议销⋯⋯⋯⋯⋯⋯⋯⋯⋯⋯⋯⋯(126)

第一节粮油食品⋯⋯⋯⋯⋯⋯⋯⋯⋯⋯⋯⋯⋯⋯⋯⋯(I 26)

．第二节粮油议购议销⋯⋯⋯⋯⋯⋯⋯⋯⋯⋯⋯⋯⋯⋯(127)

第九章企业管理⋯⋯⋯⋯⋯⋯⋯⋯⋯⋯⋯⋯⋯⋯⋯⋯⋯(1 36)

第一节财务管理⋯⋯⋯⋯⋯⋯⋯⋯⋯⋯⋯⋯⋯⋯⋯⋯(1 36)

第二节企业整顿⋯⋯⋯·：⋯⋯⋯⋯⋯⋯⋯⋯⋯⋯⋯⋯‘(138)

第十章政治工作⋯⋯⋯⋯⋯⋯⋯⋯⋯⋯⋯⋯⋯⋯⋯⋯⋯(143)

第一节 思想政治工作⋯⋯⋯⋯⋯⋯⋯⋯⋯⋯⋯⋯⋯⋯(143)

第二节 纪律检查⋯⋯⋯⋯⋯⋯⋯⋯⋯⋯⋯“⋯⋯⋯⋯‘(144)

第十一章 职工教育及生活福利⋯⋯⋯⋯⋯⋯⋯⋯⋯⋯⋯(146)

第一节 文化业务学习⋯⋯⋯⋯⋯⋯⋯⋯⋯⋯⋯⋯⋯⋯(146)

第二节 职工福利⋯⋯⋯⋯⋯⋯⋯⋯⋯⋯⋯⋯⋯⋯⋯⋯(147)

附录⋯⋯⋯⋯⋯⋯⋯⋯⋯⋯⋯⋯⋯⋯⋯⋯⋯⋯⋯⋯⋯⋯⋯(149．)



概 述

锦州市粮油供应管理公司成立于1984年3月，为锦州市主管粮

油供应的企业，主要负责市内军需民用和工商行业用粮的供应和管

理，并指导市辖县(市)，区的粮油供应业务。下设6个粮油供应

管理所和食品厂。1 985年末，市内共有57个粮店，职_T-997人，担

负l 23 434户、401 906口人的粮油供应任务，月供应量，粮食1 1 l 1．2

万斤，食油21万斤。

锦州粮食商业历史悠久，1403----1424年(明成祖永乐年间)就形

成粮食交易场所。1665年(清康熙四年)设锦州府，粮食商业较为

发达。清代中叶，锦州东西两个海口商港先后开设(东海口又称马

蹄沟，西海口又称天桥厂)，海运粮食可直到关内沿海各省。清乾

隆、嘉庆年间粮食商业兴盛。清同治初年增加杂粮出口，运入关内

小麦，锦州成为粮食集散地和关内外物资交流的转运站，粮栈、粮

米店营业兴旺。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山海关至锦州铁路修

竣，1 9 11年京奉铁路全线通车，粮食商业又有新的发展。

伪满初期，日伪对粮食统治不严，处于自由发展。1 934年(／2

康德元年)有粮栈52家，年营业额达76万多元(伪满币)，东西两关

粮食市场活跃。1938年(／2康德5年)，日本经济进入战时体制，开

始对小麦及面粉进行“统制”，实行专卖；1939年(伪康德6年)，

实行大米配售制，大米只准日本人及少数中国人食用，违者以经

济犯处治；1940年(伪康德7年)对粮谷实行全面“统制”，定量配

售，取消粮食市场，粮食商业萧条。同年7月25日，伪满政府公布

“七、二五价格”停止令，规定一些商品不得超过这一天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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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限定粮价，使粮食商品流通遭到扼杀，粮食商业开始由兴变

衰。

抗日战争胜利后，锦州粮食商业恢复了自由贸易，到1946年末

粮米店(铺)及粮米摊贩开业的达114户，粮食市场品种齐全。1948

年国民党政府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外地粮不能进入，粮价日

涨，粮栈、粮米店(铺)多处于倒闭状态。

1948年10月锦州解放，粮食商业振兴，到1949年9月经营粮食

的国营企业有粮食、百货、信托、土杂公司4家、代销粮食的消费

合作社27家、外地驻锦公营代理店9家、私营粮米店及粮米摊贩纷

纷开业，达205家。各种粮米云集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粮价下跌

的局面。同年8、9月间，淫雨连绵，私营粮商乘机囤积居奇，哄抬

粮价，牟取暴利。粮价不稳，人心不安。为稳定粮食市场，平抑粮

价，省、市人民政府采取从外地向市内调运粮食和限制私营粮商囤

积的措施。在国营粮食商业尚末控制粮食市场的情况下，私商和国

营粮食公司斗争甚为激烈。

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建设事业的迅

速发展，国家对粮食的需要也随之增加，形成了商品粮食的增长赶

不上需要增长的速度。两种性质不同的粮食市场并存，不利于农业

社会主义改造和粮食合理分配。同年1 1月23日政务院颁发了《关于

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命令》

后，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从此，国家掌握粮源，

建立了社会主义粮食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和分配制度。

在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的同时，在城镇实行计划供应的政策，对居民

口粮按户定量，凭证供应；集体食堂，实行凭证掌握；工商行业用

粮实行按计划分月供应。这是党和国家为更好地节约粮食，保证城
’



乡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

大决策。!呈曼曼生璺旦圣墨目，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
法》，中共锦州市委决定抽调干部组成粮食工作办公室，制定贯彻

粮食定量供应工作方案，市内从9 7I 1 0日开始宣传，核实人口，按

居民的劳动差别、年龄大小核实供应标准，以人定量，按户发证。

10月1日起全市按新的粮食定量标准供应。仅用20天时间完成了比

较合理的分等级定量供应的工作，改变过去粮食经营单纯买卖关系

为供应服务关系。根据市内人口分布，为方便群众买粮，市内设36个粮

食供应站，每一粮站担负1 200,---'I 500户的粮油供应任务。城市人口

不断增加，粮站随之增设。为适应形势需要，在职工中开展树立“政

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的教育。1 963年粮食供应系统职工

响应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掀起学雷锋的热潮，出现

为群众做好事，对烈军属和老弱病残户的买粮实行以店包户、送粮

到家等做法，深受群众好评。1970年进一步组织职工学习热心为群

众服务的先进粮站和先进营业员，粮站服务质量又有显著提高。

从实行定量供应以来，粮谷收购价格虽有提高，供应粮油销价

仍保持长期稳定，购销差价由国家补贴，居民不再为粮价而担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食供应工作在继续做好计划供应

前提下开展了食品加工，粮店办起了“前店后厂一，既卖生又卖熟，

既卖平价粮油又卖议价粮油，活跃了市场，方便了人民生活，收

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1985年生产各种熟食品，复制品315万斤，

盈利38万多元；经营议价粮油及麸子盈利25万元。近几年来公司和

各粮店开展了生熟兼营、平议兼营，获得了一定的利润，弥补了企

业的政策性亏损，减少了国家财政补贴。锦州市粮油供应管理公司

具有一定的潜力和优越条件，随着经营方式的变革，继续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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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熟食品生产，为居民提供更多的饮食方便，不仅能保持粮油供

应工作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必将促进全市粮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锦州粮食商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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