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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苏扬泉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重要商品。“民以食为天"。这说明粮食

问题事关重大。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从党中央、国务院到省、市、县各级

党委和政府对粮食问题一直十分重视，把粮食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把粮食问题提到高度来认识，“有粮则稳．无粮则乱"，

把粮食工作作为稳定民心、稳定社会的头等大事来抓。因此，建国以来．

党和政府对粮食问题采取了重大决策。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采取了一

系列有效措施．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抓好粮食购销，解决粮食供需矛盾．

保障粮食供给。保证军需民食。在粮食工作中，云浮县粮食系统广大干部

职工．为我县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人民立了新功。

回顾我县粮食工作的历程．从建国初期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我县粮食工作和全省各地一样，经历了多次的历

史变革．从统购统销到“单轨制"、“双轨制"，直至1992年4月1日开始

放开粮食购销价格，粮食经营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轨道。粮食队伍建设由小到大，粮食工作由粗到细．业务由简到繁，任

务由轻到重，广大粮食干部职工努力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了大量

艰苦的工作．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在过去的几十年粮食工作

过程中．我们虽然遇到很多困难．粮食干部职工工作和生活都比较艰苦，

但是在各级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支持下．我们团结一致．

克服了许多困难。每年都能出色地完成购、销、调、存、加各项任务。特

别是从1978年以来．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

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我们粮食工作始终不渝地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齐

抓．既抓好物质文明建设又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使我县粮食部门的面貌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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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为

了尊重历史、反映事实、启迪后人、服务粮食，《云浮县粮食志》是根据

县人民政府编地方志和部门专志的要求，组织人力，成立粮食志编写组进

行编写的，原云浮县粮食局于1987年初开始着手编写，经历近九年多，几

经易稿、修改、编写成这本书。粮食志编写组的同志花了不少精力，付出

了辛勤的劳动，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正确地、

科学地、客观地把四十多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加以详尽记述编写成册，成

为本县粮食工作的一本志书——《云浮县粮食志》。

《云浮县粮食志》全书共有十四章，分章节进行叙述。我感到历史材

料比较全面，内容比较充实，做到每事一章一节，思路清晰。条理清楚，

结构紧凑，详略结合。既围绕中心，双突出重点，史实贯串一线，又凝于

一体，每章每节里，既有上级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又有本县的情况和措

施；既有工作成绩和经验．又有历史挫折和教训。这使老一辈的粮食工作

者阅读后，对过去所做的一切将会有深刻的感触，广大粮食干部职工都会

体会到几十年来的粮食工作自己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所作出的贡献会感到·

光荣和自豪。无愧于党的重托，人民的希望。这将会激励斗志，永葆青春，

不断开拓进取。特别能起到以史实来启迪年轻一辈粮食工作的作用，使粮

食部门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粮食工作不断发

展。因此，《云浮县粮食志》的编印出版，是云浮县粮食干部职工的一件

大喜事。

由于本县粮食工作历经了几十年时间，随着各时期诸方面的工作变化，

人事、机构等的变动．很多资料残缺不全，粮食志编写组的同志想尽办法，

克服各种困难，通过查阅档案等有关方面的资料和与各方人士座谈，广泛

征求意见，搜集材料，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做到去粗取精，弃伪存

真，终使我县粮食志问世。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尽管有的叙事不足，误

漏难免，但为了我县今后粮食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史实和科学依据。《云

浮县粮食志》的产生，这对于我县粮食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产生深远

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



概 述

云浮县地处广东省西部偏南。南北长63公里，东西宽61公里，全县总

面积1939平方公里，折合290多万亩(减除西江、仙菊、大云雾林场用地共

27万多亩)，实际263万亩，其中：山地218万亩，耕地30万亩、水面(大小

河流、水库、鱼塘)6万亩，城镇、工矿、交通、村庄9万亩。东接高要，

南连新兴、阳春、罗定，西北与郁南相连，虿西江与德庆相隔。

解放初(1949年10月)设东、南、西、北、中和西山共六个区。1952年

}殳九个区。1958年设立八个公社。新兴、云浮分县后设十六个公社和云城

管理区。

1991年．辖17个乡镇(云城、高峰、河口、安塘、思劳、腰古、都骑、

杨柳、六都、南盛、磁石、茶洞、镇安、白石、托洞、富林、高村)。耕

地面积27万亩，其中：水田20．7万亩．总人口499000人．其中：农业人口

440557人，非农业人口58443人，年定量供应(菲农业人口)的粮食(大米、

2110万斤。

1950年7月．西山划给阳春管辖。1958年1月，宋桂、东坝划给郁南管

辖。1958年10月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云浮、新兴并县(新云县)，1961

年4月，分设云浮县。

云浮居西江中游。属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我县历史上以农

业为主，主产水稻、小麦、大豆、木薯、蕃薯、花生。耕地面积少，产量

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东北片地区洪涝泛滥．西片地区干旱，洪涝

干旱时有发生。据1949年统计，人均耕地面积1．25亩，其中：水田仅有1

亩。水稻亩单产只有202斤，粮食总产9893万斤．总人口238200人，人年

平均占有粮食(原粮)415斤。解放前，我县粮食生产很不平衡。西片的托

洞、镇安、白石、高村、富林和山区的农民口粮非常低，一日三餐粥，都

不够吃，有的农民挂起禾镰无米煮。山区农民长年食用木薯、蕃薯、小麦、

，瓜菜为生。一遇灾荒．就食木薯、粟米粳、蕃薯粥，甚至吃野生的“黄狗

头"、“冷饭头”、野菜充饥。沿江三镇和腰古经常受洪水袭击．历史·上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因受水、旱灾害经常发生粮荒。逃荒、卖儿卖女的，饿死街头、路边的，

时有发生。民国三十五年：天大旱，白石蒸狗塘村饿死125人。解放前，

广大群众深受“三座大山”．压迫，桂军混战，伪政府征收苛捐杂税，资本

家、地主放高利，奸商操纵粮食、粮价，囤积居奇．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

热之中，民不聊生．生活十分困苦。交通闭塞，工业一穷二白，商业不景，

经济十分落后。

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土改)带领人民打土

豪、斗地主，分田地，农民分到田地后，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得到解

放，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群众生活大为改善。

1953年，粮食总产达12352万斤，比1949年增加2459万斤，+增长24．8％，

年人均占有粮食496斤，比1949年增加81斤。农民年人均口粮330斤。

1956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粮食生产又有较大发展，全县年粮食总产

达16350万斤，分别比1949年和1953年增加6457万斤和3998万斤，人均占

有粮610斤，农民年人均口粮458斤。

1958年，人民公社化，因大跃进、浮跨风、共产风，大拉平，挫伤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单产、总产回落，水稻亩单产由1956年的292斤

下降到266斤，减少26斤，粮食总产降到12688万斤，比1956年减少3662万

斤。人均占有粮降到464斤．人平均降146斤，加上高征购，农民人均年口

粮只有328斤，1961年更低只有278斤。曾出现粮食困难．一些地方农民发

生营养性水肿病，全县发生水肿病3万多人。

1963年后．从中央到各级党委，认真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全党

动员、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领导农民兴修水利、兴建山塘、

水库、筑提围，使粮食生产条件有较大的改善，开展“农业学大寨”开荒

造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增加投入，粮食单

产、总产除水、旱灾害和寒露风袭击的年份外，粮食产量年年有所增加，

粮食征购也年年完成，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以户联产承包

责任制．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改区(乡镇)体制。粮食生产又有很大的发

展，虽因农业结构调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而粮食产量持续增长。1991

年粮食亩单产743斤，其中：水稻亩单产850斤．总产达40097万斤二比

4



1949年增长三倍多，人均占有粮830斤，农民人均口粮646斤，分别增加

388斤和316斤。各增长近一倍。

解放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粮食工作，设立管理粮食的职能部

门．1951年1月，云浮县人民政府设立“粮食科"，12月改设“中央公粮

库云浮分库"，各区没粮食仓库，负责征收公粮、保管支拨和粮食供给，

同时成立“云浮县贸易公司"，经营农副产品和粮油豆，代理西江粮食公

司的粮油购销业务，插手市场收购粮油豆和供应，与私商抬价压价作斗争。

1952年8月组建“云浮县人民政府粮食局"，各区先后建立“中心粮站"，

后改设“粮食管理所"，负责粮食收购， 销售、 保管、 调拨和加工。

1966年下半年开展“文化大革命"，粮食局先后成立生产领导组、粮食组、

粮食公司，1973年2月，恢复县粮食局。持续到1992年3月底。

1992年3月，云浮县粮食局及粮所的机构设置和领导组成人员：

县粮食局。局长苏杨泉、副局长潘金旭、廖树新、刘玉兴、副局级调

研员黄发谦。粮局设人事保卫股、秘书股、计供股、农村股、储运股、财

会基建股、加工股、多种经营办公室，股长分别是：吴寿光、刘坚、谢广

英、潘甫焕、赵才、王昌海、吕耀新、黄志永。基层粮所有：云城、茶洞、

河口、安塘、思劳、腰古、南盛、石i达石、六都、都骑、杨柳、镇安、白石、

托洞、富林、高村、高峰。所长分别是：曾庆祥、程学文、廖建明、欧鉴、

严森祥、严权、麦绍文、吴广炎、于金妹、潘宝林、胡伙荣、陈德、黄森

荣、欧木森、黄新林、邓永钜、苏国强。

粮食征购任务

解放前夕．游击区的县人民政府．于1949年6月公布：按国民党政府

的粮食底册为基础，每元粮骨(白银)征收公粮10斤．在游击区的富林、都

骑等地区征收，作为支前粮。1950—1952年，只征收公粮。1949年12月，

省人民政府发出《征收公粮暂行条例))和《征收公粮细则》规定：每人从

其土地中扣除150斤免征负担，户为单位的“十五级累迸税率"计征征收

公粮。1950年。公粮任务(稻谷下同)1507万斤．"1951年和1952年÷为1

823万斤。19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

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除西藏、台湾)粮食实行统购统

销。是年．我县粮食征购任务4200万斤(公粮1585万斤、购粮2615万斤)}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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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下达的任务多194万斤。1954年，粮食实行随征带购，是年任务5000

万斤。(公粮1585万斤、购粮2915万斤，支援灾区增加收购上调的任务500

万斤)。县委、县府很重视，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组织大批干部下乡，

把任务级级落实到户，任务到户时，实行自报公议，民主评定，政治空气

十分浓，农民敲锣打鼓送粮入库，入库实积达5036万斤，超额完成任务。

但部分干部和爱国热情高的农民积极分子卖了过头粮．而个别富裕的真正

有余粮的农户没有交售，抗交余粮的现象也有发生．斗争十分激烈。1955

年8月25日．政务院颁发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

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命令，农村粮食实行“三定"一一定产、定购、定

销。市镇人口按人(工种)定量供应。县委、县府十分重视，召开三干会贯

彻，组织大批干部下乡，逐级把任务落实到户，计算任务到户时十分细致，

这年纠正了大购大销的错误做法，是年，“三定理我县定产15769万斤。

定征购任务4206万斤(公粮1671万斤，购粮2535万斤)，比上年减少794万

斤．农村定销粮554万斤。三定后连续三年增产，每年增加一到二千万斤，

群众满意，年年完成粮食征购任务。1956年10月，国务院发出《农业生产

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的规定》，公购粮由农户负担转为初、高级农业社负

担，以户社为单位购销相抵后为农业合作社的粮食征购任务．这年征购减

少，统销增大，全县调减征购任务767万斤。定销增加79万斤，农民年均

口粮由450斤增加到515斤，人均增加65斤，农民很高兴，群众生活大为改

善。这年供销社收购木薯满仓，食品公司收购生猪排长龙，是解放后最好

时期。1958年．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浮夸风盛行，加上自然灾害，造成

三年粮食困难。粮食征购任务，从1963年开始至1991年先后实行“一定三

年、一定五年”．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国家定购。为补充计划内收购不

足，从1963年开始到八十年代末期，开展以工业品(棉布、胶鞋、卷烟、

食糖、化肥等)换购粮食和食油。同时开展超购超奖，议购议销。粮食、

油脂油料的统购统销价， 先后作过多次调整： 粮食先后调整七次，稻谷

(三号)统购价由每担5．50—6．00元提高到25元；大米(三号)统销价由每担

9．88元提高到45元；食油先后调整八次．花生果统购价由每担18元提高到

56元，花生油统销价由每担78元提高到90多元。粮油销价提高后给干部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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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粮油差价补贴。

1961年6月，提高粮油购价后，第二次出现购销价倒挂，以后购销倒

挂出现多次，因此，到1992年底统计。累计亏损挂帐3153万元，其中：政

策性亏损(报省2452万元)、分解到基层1997万元，经营性亏损1156万元。

粮食征购实绩。1953—1992年3月底止，共39年全县总征购入库实绩

(稻谷，下同)161896万斤(征购134901万斤，超购22815万斤，其他收购

4153万斤)，按1991年农业人口计。人均交售给国家的粮食36740斤。年均

征购实绩4151万斤，其中：1958年征购入库实绩5220万斤，是入库最多的

年份。

粮食供应。1953年4月1日至1992年3月31日止，共39年，全县供应粮

食(贸易粮。下同)88511万斤(非农业包括饮食复制、制酒等48781万斤；

农业包括农村定销、返销、退库，水利民工及各项奖售粮等39730万斤)，

年平均供应2346万斤．其中：年平均供应非农业1251万斤，供应农村(农

业)1019万斤。

粮食纯上调。1953—1970年共17年，上调粮食17669万斤(贸易粮，下

同)，年平均上调1039万斤；1971—1980年．共上调3761万斤，年半均376

万斤；1981年后(除1984和1985年)基本上没有粮食上调，成为自给自足县。

我县收购、供应、上调的粮食主要是：收购的有：稻谷、小麦、大豆

(黄豆)、绿豆、红花豆、木薯干；供应的有：稻谷、大米、面粉，大豆、

绿豆、红花豆、木薯等；上调的有：稻谷、大米、小麦、红花豆、木薯等；

调入的主要是：大豆、面粉、绿豆等。

我县的食油，历来都是购不足销．油料生产总量也很少，1954年，食

油统购统销开始到1960年．食油总收购248．3万斤，年平均收购35．5万斤。

总销售468．2万斤．年平均供应66．9万斤，年平均缺口31万多斤，每年平

均调入食油34万多斤。这个时期非农业人口，月入平均只供应四大两，农

‘村人口月供应二至三大两；1961—1970年，年平均调入食油12万斤；1971

年以后基本没有食油调入，所需的食油，收购不足的．实行“议转平"和

以粮换油解决。

粮食统购统销39年．我县除了特别严重的水灾、旱灾、寒露风袭击外，

年年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基本保证了军需民食和粮食上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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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粮食生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广东

省在全国率先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从1992年4月1日起，取消农村粮食

统购任务．取消城镇粮食定量供应。从此，结束了39年粮食统购统销的历

史，粮食经营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

解放后，成立县粮食局开始，粮食部门就负担着粮食征购、销售、调

拨、保管、加工等方面的管理工作。粮食仓库和保粮技术不断增加和提高；

粮店建设相应增加；干部职工队伍和素质不断扩大提高，由50多人增加到

近千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真贯彻落实改革开放、搞活

的方针．开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发

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取得可喜的成绩。新建、改造、更新了一批仓库；

各粮所都更新改造了粮食加工厂、榨油车间；有的粮所办起了花岗岩厂、

酒厂、餐厅、设专柜或专店经营小百货、糖、烟、酒等；先后大养其猪，

经营项目不断增加，企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县粮局先后新建了粮油食品

厂、饲料厂、良园酒店，同时开展联办种养场、矿场等。县粮局和粮所新

建了一批职工宿舍，干部职工的住宿条件不断改善，经济生活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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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粮食志，是我县粮食专志，系统地记述粮油生产、征购、派购、

销售、储存、加工等的方针政策，经营活动的历史、现状。

二、编写粮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记述粮食工作的历史、现状，

揭示粮食的问题和发展规律。正确反映我县解放后四十多年来粮食事业，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其演化错综曲折。

三、粮食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面广工作量大、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

业。在记述各个时期的史料中，既有中央和省、地的方针、政策，又结合

我县的实际．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既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结合

和统一．同时，突出时代的特点和地方的特色。

四、本志的资料，根据本局的档案、文件、统计、会计报表和有关部

门索取；如县志，县档案馆、财政、税务、统计局和农业、工业、供销、

商业和业务政策有联系单位的报刊等及当事人陈述提供的资料为依据。编

写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五、本志的内容、编写时限、结构，在章节“详今略古"为原则，县

情追索到清道光三年(1823年)，章节下限到1992年3月底，大事记到1995

年12月31日。按照业务环节，分别门类，以“时"为纵，以“事"为横结

合。按类设章，按章定节，按节分目．突出中心，重点叙述。在体例上到

述记、志、图、表结合。全志分序言。概述、凡例、大事记设14章，39节，

共(含表格)约21000万多字，每章节以志为主体．并附图表。

六、本志书关于粮食、食油计量单位，生产面积、仓库面积和仓容，

解放前，沿用当时通用的单位；解放后以维原貌以市制为主。1988年。改

公制后．单列反映的以公制。

七、解放后粮食统计专业的名词涵义是：

粮食：包括大米(稻谷)、小麦(面粉)，大豆(黄、黄、青豆)、杂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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