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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舌

铜仁市的《粮食志》是一部好志。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地区

粮食局的具体指导下，动员全局职工，经编委编写小组的艰苦努

力，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粮食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息患相关。历代王朝的胜败兴衰和存

亡绝续，与粮食问题紧密相连，而战争与灾荒年代犹为突出．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中

：外古今，均成定论。正常年景，也须有粮食储备。不然，倘遇灾害

与兵燹，势必影响政局动荡和军事危机。国家如此，人民亦如此·

储粮备战备荒，乃治国安民大计，不可须臾离矣!粮食这个宝中之

宝，不仅是有史以来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而也是头等重要的

政治军事问题。历代王朝都从设置严密的粮政机构，颁布粮政法

规，攫取粮食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在各个时期，因时因

地，根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制定了相应的粮食政策。特

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11月，在物质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中共

中央实行粮油统购统销的过渡性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国计民

生的粮油等重要方面，取缔市场投机，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

需要。也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对解放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

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195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材迅

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指示∥，对于调动农民

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缓和农村紧张情况，发生了重大影响。实践证

明，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特别是粮食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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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得民心，符民意的。

粮食的统购统销，相应地加强了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建立健

全了粮食机构的设置，充实壮大了粮食管理队伍。保证农村购销

(实行三定)．和城镇的供应(分等定量)。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时

期，粮食工作任务更艰巨，政策性更强，粮食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国

家建设速度的快慢，牵动城乡千家万户的生活安定。因此，写粮食

专志的垂成，不仅仅记述了粮食问题，更重要的是以史实， “实事

求是”地突出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j我再次强调，假使没有1953

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实施，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计

将伊于胡底!这个政策在粮食志上写下了划时代的新篇章。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执行，既要坚强的粮食系统的领导和

相适应的职工队伍，完成粮食工作任务，更重要的是各级党政领导

对粮食工作的全面布署，全面发动，全面支持。粮食从生产到收

购，从生活安排到调存加工等，都是各级党政作为大事纳入议程，

常抓不懈，形成了全党办粮食的局面，应万世勿忘。

粮食工作之重要，不可须臾忽视。农、林、牧、副、渔，农业

是基础，而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要深刻理解这个问题，根据情

况，因地制宜。积四十年之经验，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忽视农

业，特别是忽视了粮食，则处处捉襟见肘，履步维艰!殷鉴不远，

同志必须记取!·

铜仁市是铜仁地区党政军机关驻在地，是本区政治、经济、文

化：交通的中心，粮食工作更加繁重。市各区、乡所生产的粮食数

量和品种，不能自足，对城镇供应，绝大部分有赖于调入，工作任

务重，困难大，地区粮局自然有责竭力解决，而市粮食局的自身努

力，成绩实属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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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粮食志》是铜仁市的一部专业志。它是在全区各县、自

治县、特区起步较早的，是在逐步探讨方志体例和摸索经验中编写

而成的。它体现了既记历史状况，又记现实状况；既记粮食成绩，

又记粮政失误。本着Ⅳ存真求实一精神，翻阅档案资料，广征博采，

略古详今，拾遗补缺，删繁就筒，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后定编，

完成此书；可谓三年辛劳，千秋永鉴!因为序，启来斯!

房建平

一九八九年二月

注：七十九叟原籍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原中共铜仁地委副书记兼

专署专员和专粮食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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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以食为天。

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粮食工作的形势同国家的政

济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铜仁市粮食志》的编委们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

精神，严谨的修志态度，客观地反映了自明代以来铜仁粮食

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进程象一面镜子，不仅反映了粮食的生

销、调存、粮食政策的调整变迁等历史状况，而且从侧面反

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概貌，使我们从中看到了围绕粮

开的错综复杂的甚至是尖锐激烈的斗争；看到在封建势力的

统治下，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对粮食的巧取豪夺；看到在解

放初期，无数革命先驱，无名英雄为解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稳

定当时的社会秩序而艰苦奋斗，不惜牺牲生命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

绩；看到广大农民为战胜自然灾害所进行的战天斗地的斗争。可以

说，粮食志反映的实质上是铜仁市自明代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变迁

的史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确认识我市粮食工作的历史，并

以历史的经验为借鉴，使我们可以获得很多教益，摸索到一些粮食

工作的规律，为今所用，促进粮食工作的科学决策和发展。·

我市的第一部《粮食志》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积极

努力，终于刊印出版。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且是个好

的开端。历史是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粮食志和其它的史志一样，将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我市人民在粮食工作上的不断开拓，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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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不断总结粮食工作中的得与失，为指导今后粮食工作的发展和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中共铜仁市委书记

刘之琼

一九八九年元月



序 言

‘

《铜仁市粮食志》是遵照地区粮食局统一部署，在中共铜仁市

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在铜仁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和地区粮食局

编委的具体指导下，由铜仁市粮食局编写的。它是《铜仁市志》的

一个组成部分。市志是一方之全史，是地方“百科全书”。因此，

编写粮食专志是粮食部f-j责无旁贷的光荣职责，是历史赋予的光荣

使命。

为了加强对粮食志编写工作的领导，及时完成编写任务，在前

任局长的主持下，从l985年4月中旬起，由基层所、厂、队、库和

市局科、室领导以及从事多年粮食领导工作，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

同志．组成“铜仁市粮食志编纂委员会”。下设编写组，配备专人

从事编写工作。

编写人员于1 985年4月下旬集中，开始集中了九人采集资料。经 ，

过广征博采，曾多次到地、市档案馆、市局档案室以及有关单位

搜集史料。共阅档案1，450余卷，搜集约250万字的文字和数据

资料。同时采取边搜集、边整理、边编写的方法，于1986年7月，

编写完成《粮食志》大事记要。召开了全体编委、历任老局长和有

关人员参加的“铜仁市粮食志编委扩大会议”，集中审定。原中共

铜仁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兼地区粮食局局长房建平同志也到会，

为粮食志的编写工作讲了．话、题了词，对我们编写人员给予了极大

的鼓舞。会后，编写人员脚踏实地，积极努力，朝夕从事，寒暑无 ．

间，殊感佩慰，曾多次受到中共铜仁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市志编纂
8



办公室的表彰。到1 987年，已完成志书初稿，约30万字。按层次分

门别类i排成20章64节100目。上溯明朝永乐十善年(公元1413年)，

下限公元1988年o

《粮食志》的编纂，对铜仁市粮食问题的古往今来，基本作了

反映。如实地记述了明、清、民国时期的粮政、粮史和人民群众的

抗粮斗争。着重的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9年来，特别是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三宅金会以来的粮食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粮

食流通领域的兴起与发展。突出粮油购销，对粮油价格和调、加、

存、财务、计统实况等，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内容堪称丰富，

资料比较翔实，体例基本得当，文字也还通俗，它将为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

《粮食志》的编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两个文献为准绳，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经过系统地整理和

，研究，去伪存真，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古为今用，通贯古

今”的原则，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的依据，体现了新志书的

特色，实是盛世修志的创举。它将为铜仁市“存史、资治、教化"

提供较为翔实的史料。

《粮食志》的问世，对我们了解过去，珍惜现在，展望未来，

不无补益。无疑将会得到全市广大粮食干部。职工的推崇，我是称

庆的。希望大家进一步热爱粮食工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编修新志是一项艰巨浩繁的文字工程。卷帙浩繁，编修维艰。

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又是临时调集，仓卒上阵，未受过修志专

业教育和培训，实在有负众望，书中难免出现缺点、错误，敬请批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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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统表呜

八八年十二月



序一 言

《铜仁市粮食志》，在前任二届局长的主持下，经再三取舍、

修改、查证、考实、审查、定稿，终于统合编写完成。全志20章、

64节、98目、22万字。现将出版成书，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人肩上，，

故决定付印出版。

《铜仁市粮食志》的编纂，对铜仁市粮食问题的古往今来，基本

作了反映。较翔实地记述了铜仁市粮食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9年来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粮

食方针、政策、规章、制度以及粮食流通领域的兴起与发展，都着

重地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是粮食部门的一部历史专著，对指导今

后的粮食工作，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铜仁市粮油生产的发展，粮油工作也有

很大的进展。全市粮油工作，在中共铜仁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广大粮食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在粮油购、销、调、加、存各个

业务环节和改进经营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粮食志》既

反映了历史，又总结了经验教训。 ．

《粮食志》的编纂，既为今后的粮食工作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和现实的依据，也为建设精神文明服务的文化产物。参加编写工

作的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新的观点，新的

方法，新的材料，经过系统地整理、研究与加工，编写成书。借

此，对同志们所进行的艰苦劳动，竭诚嘉慰。

本志从1985年起，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得到中共铜仁市委、市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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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地、市志办和地区粮食局的重视，得到地、市粮食局历届老

局长的关注，地、市档案馆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以及地区《粮食志》

编纂办公室的亲临指导、具体帮助，：使本志得以问世，谨此表示感

谢。

． 《粮食志》的问世，无疑将会得到我市粮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

的推崇。我诚恳的希望广大粮食干部职工更加热爱粮食工作，，为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创我市粮食工作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

注：铜仁市粮食局局长

文继明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日



凡 例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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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内容 ．．‘!．
。

《铜仁市粮食志》是《铜仁市志》的组成部分。它包括明、清、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个历史时期有关粮油方面的

内容。’重点叙述新中国成立39年来，党在粮油购、销方面的方针、政

策、规章和制度；‘对粮油调、加、存及财务、计统等各个业务环节的

实况也加以记述。体现铜仁市的粮油工作，在中共铜仁市委、市人民

政府及各级党政领导下，为保障供给，支持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事业服务。

‘二、记述范围
，

按照铜仁市属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所辖范围j在记述

上，无论现属何地，皆以铜仁市为主。 ，：

三、断限

上溯明朝永乐十一年(公元141 3年)，下限至1 988年，

年的粮油史实．
。

+f

四、体例
‘

．
’

’j

本志、基本上以历史发展年代为顺序，全志分序、凡例、概述

和附录。共20章64节98目，22万字。大事记要，以时系事，按年月

竖排竖写：只记不述。一至七章，综述封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

粮政粮史；八至二十章，综述社会主义时期的粮油方针、政策和

13



调、加、存等各个流通环节实况。

体裁

本市粮油工作实况，未有“传。’’的内容，故本志只采用志

记、志、录、图、表等五种体裁。

文体

采用语体文。对摘录和引用的史料，为不改变原意，未译

。全志文采取横排竖写，文体力求层次分明、通俗、准

。

取材

史史料、文件、册籍、口碑资料等，广征博采，分析对

存真，言必有据。力求观点正确，是非分明，．内容详尽，

史实确凿，体例完备。

八、详略

本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古为今用，通贯古今”的原

则。着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8年，社会主义粮食经济

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广大粮食工作者，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

所作出的贡献。
?，

九、称谓
1’

’

1987年8}J 21日撤县建市以前，志文中对地名、机关、单位等

称为“县一(铜仁县、县人民政府、县粮食局)。建市后称“市”。

-．煲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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