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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古今中外，粮食乃治国安邦要端。“民以食为天"、“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一，

实为粮食之苇要性的集中概括。“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烽烟四起，兵戎相见的年代，粮

食更可谓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索。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粮食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粮食工作也

是我根据地的一项艰巨而繁鼋的工作。我扬州地区的党政军民奎粮食问题上，同日本侵略

者、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栩对的斗争，同时，在粮食供应，保管、粮赋征收、支援前线

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写下了一页页

可歌可泣的篇章。为学习研究这段光荣的历史并将其传诸后人，以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做

好粮食工作，我们特汇编了这本《扬州市粮食志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供大家参考借鉴。

为保持历史原貌，收入本二传的文稿，均未作改动，凡原文与“粮食"无关的部分则予以

删节，并以(上略)、(中略)、(下略)字样注明，重拟或修改了的文件标题，在标题之

后加·标明，原文疑系错字的，则改正字用()号标明，字迹模糊酌情增补的字用<>号标

明，字迹模糊不能辩认的字以口号代之，部分文件在时间上原稿仅有月日，没有年份的，编

者经过认真校对，按照有关文件的前后联系，内容情节等，确定并加上年份，并用文末注说

明系编者所加，余均系原文标明的时间。

本书在汇编过程中，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关怀和各市、县的支持，帮助，尤其得到扬

州市档案局的大力协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才疏学浅，整理文稿时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以兹斧正。

编 者

一九八七年三月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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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部 分

粮食斗争



三地委关于

提前完成征粮手续准备反扫荡给

——各级党委的指示

(一)曾接苏中电示。估计今年夏征时间可能全部均在敌伪“清乡"期中，为达到坚持

原地斗争目的，决定在敌伪大举对我苏中“扫荡”“清乡’’以前，提前完成征粮手续，以便

集中全力准备反“扫荡"。

． (二)苏中征收粮赋如要更加合理，必须改用地之多少划分征粮等级，按照收获量之大

小，决定土地等划之办法。但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改为新法，将为形势所不许，故今年征收

办法全部依照去年夏征条例规定各点施行。同时为争取群众，各户缴纳数目一律打九五折，

以减轻人民负担，造成拥军爱民热潮。

(三)根据上项指示，地委对此项工作任务特有如下指示·

一、必须认识今天进行此项工作与历年有不同之特点。往年夏征环境，一般地说尚较平

静。今年可能全部均在敌伪“扫荡”或“清乡"期中，势必造成我们工作进行过程中莫大困

难。其次，过去夏征工作中，分区可以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帮助下面工作。精简以后，主要靠

乡级行政机构，并动员支部与群众组织密切配合，方能完成任务，为了坚持斗争，为了战胜

敌伪“扫荡"，号召各级党委以新的观点，新的精神，新的方式集中力量抢取时间，在敌伪

大举对我“扫荡"，清乡”之前提早完成此项任务。机械保守过去经验，等待上级，党政军

民不能密切配合，都是影响此项工作之胜利完成。

二、迅速分别党政军民从组织上自上而下进行动员，响亮的提出提前完成征粮手续准备

矗反扫荡”的口号。在群众中之动员方式：以口头会议动员为主，除政府布告今年夏收减轻

数字外，不作文字宣传，应注意隐蔽秘密，切忌铺张，其宣传动员内容着霞根据下述各点加

以具体解说。

a．说明今年夏季粮赋完全按照去年办法征收。

b．说明政府与军队实行精简以后，为了体念人民，减轻人民负担，各户缴纳粮赋数目一

律打九五折，并指出政府此种爱民措施，民众应从实际上发起拥政拥军的运动来热烈回答，

帮助政府迅速完成征粮手续(政府可出文告广为宣传)。

c．说明实行提前完成征粮手续后，政府军队可以集中全力以争取“反扫荡"“反清乡”

胜利。

d．指出今年夏征任务是军民合作藏粮保粮。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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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纠正去年夏征工作中党政军民配合不够密切的缺点，应该明确地分别给以。一定的

任务，各级行政机构与人员，应是此项工作之直接执行暂，各县吸收去年夏征经验与今年三

冬工】阼经验，集中各乡粮管员施行短训，组织若干工作队进行口口或动员小教帮助工作。党

与群众团体之任务在于保护与配合。各级党委可以更具体给予支部与群众团体组织成员以如

下任务·

a．每个党员，农抗会员，民兵队员首先直起志征缴粮的模范作用。

b．推动自己的亲邻朋友热烈响应政府号召。 ．

C．与违犯政府法令者作斗争。

d．枪举短报与不报者。 。

军队方面：特别县区武装民兵，应作充分战备，积极打击敌伪抢粮，深入接敌区活动．

扩大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有机地有劲地共同完成此项任务。

四、关于藏粮保粮问题，不单是在群众中作一般宣传动员，而应进行具体的教育与布

置。发动群众热烈讨论，有更妥善的藏粮办法，分别至各地秘密介绍告诉他们·如矗扫荡节

到来时，应该进行抢割运动，随割随藏。在粮管员集中短训时，应亦以如何藏粮作为业务教

育中心之一。为保证妥密保管并杜绝个人贪污营私弊端，各乡可成立保管委员会负责征集粮

食之管理。

五、苏中来电，除征粮外，原则上的规定实行征收公草本减轻人员负担原则，本分区可

予免征，接敌区人民负担双重赋税，在征粮数目上亦应给予减少《专署另有规定)。边区与

新开地区，如去年已征者，则今年仍照征，去年未征者，以自动自愿为原则，不必强求。

六，规定各县此项工作一律于四月底完成与去年夏征相同之数字。

(四)各级党委接到这一指示，立即作具体市置．督促行政部f1，迅速完成一切准备t

作，以与去年同样精神，抢取时间完成并超过数字，那使。扫荡静“清剿”开始，也要跟敌人

抢取时间空间，以乡为工作单位完成任务。希将执行情形不断告诉我们。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防止奸商运粮资敌

兴化县府颁布惩处法

兴化讯：县府为防止奸商偷运粮食出口，特于十三日出示布告，并颁布粮食管理及处理

暂行办法。“今后无论部队、人民、联运社运输粮食一律须领购销征、运销证，否则均以私

运论罪。即使人民购买粮食或互换粮食也属此例。如查见偷运资敌-一百担以上除全部没收外

并处以死刑，在百担以下五十担以上也全部没收并处以徒刑，五十担以下二十担以上没收二

分之一I二十担以下没收四分之一’余粮变价拍卖具结悔过。外县通行证未经本县许可时也

不准通行。万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滨海报》

反对敌人来“买粮修

一粒麦子，一滴血汗1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节衣缩食，一面抗战一面生产，支持六个多年头了，好不容易

又熬到麦子登场的时候，真是一粒麦子一滴血汗，你说没有粮食，不仅不能坚持抗战，还会

饿死。麦子就是我们的命根子呀l但是汉奸李逆士，他在七月一日伪《中国日报》上做了一

篇文章叫矗⋯⋯凡我清乡区内人民，允宜深明大义，任奉行中央粮食政策，积极方面增加年

产，多种黍麦l积极方面讲求节约，搭食杂粮，但能多产一粒粮，多省一粟米，即无异多增

加一枝枪弹，多有一份胜利把握。须知大东贬战争，此最低限度之后方义务，在我责无旁

贷。"

我们讲生产节约是为了抗战，汉奸也讲“生产节约’’，并劝人口搭食杂粮’’，却是为了

敌人能够“多增一枝枪弹”来打中国，还说是“责无旁贷”l至于这个什么“中央粮食政

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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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准了根据地的⋯一麦子!

敌人的国内正在闹着饥荒，鬼子在中国．在太平洋打仗也要吃饭。怎么办呢?觉得抢粮又

无把握，便暗中命令汪精卫派人出来组织“粉麦专业组织委员会’’，也就足汉奸所说的“中

央粮食政策"，并且看到根据地麦子已经登场，并赶紧组织大批奸商，打算把麦子都“买

光"。伪报上登着。“兹悉，该会(粉麦专业委员会)，以新小麦将于本月二十日左右登

场，特督促各地办事处，限于七月十五日前一律口设成立，以便开始收买小麦。弦又“遵照

粮部所市县米粮联营社组织章程，督促苏北特区着手组织。’’

这个“苏北特区”，正说的是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他看准了我们这块地方，已在泰县

设立“粉麦专业委员会泰县分支办事处"，在东台设立“农业经济办事处"。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滨海报》

苏中第三分区行政专员公署布告

为保护与调剂本分区粮食，严禁以粮资敌布告遵行事。

查粮食为我根据地军民所必需，保护与调剂粮食乃为重要之任务。目前敌伪到处进行抢

粮，并滥发一文不值之伪币，盗买我根据地粮食，以维其行将崩溃之命运，今后若不迅予禁

止，大批粮食外流，必致影响我根据地之民食。本署为顾全人民之利益，特制订统制粮食办

法，严禁粮食出口，并准流内地通销以资调剂。除分令夕卜今亟布告周之，仰我民众了解宗

旨，遵守法令协助检查。如有奸商不明大义偷运资敌者，决予严惩不贷。切切为要l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 日

专员朱克清 财经处长宋季文

第一条。为保护并调剂本分区军民粮食，严禁以粮资敌，特订定本办法。

第二条t凡我根据地粮食不准运往敌伪据点，如有奸商偷运资敌者，一经检举或查觉，

除将其粮食没收外，得视其情节之轻重予以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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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如有偷运三十担以上资敌，并获有确实证据者，得处以死刑，似死刑之判处，

须星请本署核准后始能执行。

第四条。凡运粮过境，部队机关税听民兵均须负责检查，如发现偷运及证件与数量不符

时，得送至区公所或区以上之政府处理之。

第五条：凡我根据地以外之粮食，奖励进口，根据地以内之粮食准许流通，但必须有下

列之证件。

(一)在本区境内运粮者，须持有区公所或乡公所之证明书。

(二)在本县境内运粮者，须持有县政府或区公所之证明书。

(三)在本分区境内运粮者，须持有专署或县政府之证明书。

第六条t政『苻机关部队团体，运领公粮须持该扔．关之汪明文件。业主收租，须持有收租

证以资识别，方便检查。在据点业主收租，除自己食用部分，得请求县政府发给通行证外，

余粮必须在根据地内出售。

第七条：如有大蹙囤积居奇或大量剩余者，于必要时政府得按市价给价收买，或指定运

往粮食恐慌之地区销售，以资调剂。

第八条。如有机关部队团体需索留难或非法处分者，人民均得提起控诉，请求法办，并

要求赔偿损失。

第九条。查获粮食没收变卖，应提出十分之一奖励报告人，如无报告人、奖励查获机

关。

第十条：本办法最请苏中行政公署备案、自公布日起施行。

《江潮报》

粮食跌价原因

粮食跌价的原因，大概有下面几种。

第一t每年都是如此，秋收登场以后，有一部分中小的农民，为了还债啦，买布啦，傲

其它的用途啦，需要卖出若干粮食，那些有钱的人呢，明知农民非卖不可，就乘机“卡价"，

把粮食价钱跌下来，他就可以乘机捞到，这是粮食跌价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日本鬼子及汪精卫垄大城市里操纵粮食价格，他们也是明知这个时候有许多农民

卖粮食，故而硬把粮食价格跌下来，让我们吃亏，这是粮食跌价的第二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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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上海货物因怕鬼子抢劫——日本鬼子自己不叫抢劫，叫什么“强制收买"，纷纷

减价，便宜抛出来，许多人愿意把粮食便宜卖掉，以便到上海去赶办便宜货，于是粮食价也

就连带跌落了，这是第三个原因。
’

第四：供给和需要也有联系，新谷登场，供给增多，销路依原，粮价跌落，这是一种平

常的情形，今年也自难免，这是第四个原因。

粮价是跌落了，实在跌落了，这一方面有好处——大家可以便宜吃饭，一方面也有害

处，中小农民吃亏，谷贱伤农。

要免掉这个害处，有一个基本的好办法：做粮食生意的人们，以及其他有钱的人们，可

以采办一些粮食，运到其他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实可多费一把气力，绝对不卖给据点．免

了搬了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有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地方(例如山东一带)正需要我们的

粮食运过去，可以正当地赚钱，又可得到政府的保护，一举数得，比较往据点里运真是强过

百倍了，大家来试试看，用箱装．用船运，用一切的办法，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岂不大妙!大

家都同意的话，就请大家来发一个誓。

卖粮食不卖良心．

有粮不卖日本人，

谁要运粮进据点，

谁就卖掉了良心。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滨海报》

敌以五十元“物资券矽“换买万米粮一担

敌寇于日前令伪“米粮统制委员会”实行所谓“以物资交换买米办法"，规定今后在沦

陷区“收买"米粮时并不付以应得米价，仅每担付以“物资券"八百元。事实上敌伪报纸自

供“出卖’’米粮的农民，仅每担实收“百余元的物资券”，其余五百元之均作为奸商及地方

政府的手续费。“但每一万元物资券所得的物资，仅值一千三百六十三元二角”，换青之农

民“出卖’’白米一担，仅能收回四五十元的物资，而其成本每担米粮则为一二零零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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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张桥区打退抢粮敌伪四百多

宝应讯：．卜月十日下午三时，鬼子一百多伪军三百多，带沈枪三挺撺弹筒一个，以穿便

衣的五六人及穿灰军装和黑军装的数十人为先导，分三路从泾河、平桥、花圆庄出发向东，

企图到我张桥区抢孝良。平桥一路到张潮子东南时，我宝应大队一部抄到敌伪背后，地北三民

占偎三乡基于队从东：l匕、东西、正东三面配合，加以猛出，老百姓数汀人带了扁{：礓刀叉，边

冲边喊，’敌伪全部败遐。伪军被俘三十多个，打死八个，打伤‘i．多个，我伤亡各一个。老百

姓打在场上的麦子，一颗未失。

二十f=j晨，檀桥伪军三十多个列潘蒋庄催(粮)，被我张南张北基干队击退。

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苏中报》

宝应县府调剂粮食禁止粮

食外运号召民兵游击连缉私

中华民国卅三年十月卅一日

为展开对敌经济斗争，准备反攻势力起见，宝应县政府决定管理和调剂全县粮食，商民

只准内销，如有剩余粮食急需出售的人，可向利民公司，或符区利民公司特约收粮的合作社

粮行依市价出售，不得直接运出： “内销也要照章程办理，一市担以上，要有乡公所的证明

书，五市担以上，要有区贸易所的证明书。一千斤以上，要有县贸易分局的证明书，然后才

能自由运销，但不准运到封锁区域里去。县府还号召各乡民兵游击连认真缉私，政府可以提

出罚出的一部分作为奖励。(附封锁区域点，石塘：全区、张桥：大同，松竹，经阳、泾

池，福湖等乡和地北乡两部，黄浦，大兴，松岗，民便，老塘，官田，学田黄浦七乡。鲁

岗；北河，月蟾，均师免避四乡，射阳，汤董乡，大望，望直，喇叭，和涧沟以西各乡，汜

水，郎儿，宋埠，胡成，杠桥，八伍，南伍，石牌乡南部：临泽，蒋洋，高李，时堡，王

莺，双沙，韩夏六乡)。

(苏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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