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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县粮油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冯仁杰(1984年4月——1987年5月)

翻组长 杨芳迭 管华宗 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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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县粮油志》编辑人员

主 编 唐竞雄 奂大楚
：

审 穗 奂大楚 唐竞雄

编 辑 王文杰 黄堂先 黄培民 王辉文 王治坤 李清淮

资料采辑 杨志清 李仕珍 李清淮 鲜光烈 冷堂哲 郑国尧

何建基 吴彩霞

摄 影 王治坤

爿 图 汪克军

校 对 奂大楚 唐竞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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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县粮油志》是一部全面、系统记述剑阁县粮油工作发展，变化的史志书籍。

它侧重于粮油机构演变，职工队伍状况以及粮油购销、储运、加工，财务，计统、支援

农业等方面的记述。编写工作，是在上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粮食局直接组织抽调人员

进行的。本着详今略古的修志原则，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通过严格地资料取舍加工

而成。内容丰富、资料真实可靠，体现了时代特色和部门特点，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可供粮食工作者借鉴和有关粮油问题的专家，学者研究参考。

《史记·货殖列传》云： “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然而“民以食为

天。为古之哲理。历史上有无数事例告诫人们：凡人民遭受大饥，则天下大乱。中国几

千年的历史，由于封建制度，农业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粮食、油料控制在地主阶级

手中，故而导致商品粮油的贸易被垄断，囤积居奇，贱买贵卖，趁火打劫，若遇灾害，

则哄抬市价，勒索坑命，加之官僚、地主豪绅以粮油贸易作为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重要

手段，特别是广大农民，即使遇上丰收年景，也仍然是“食不果腹”的饥寒生活；若遇

天灾人祸，即沦为乞丐，露宿街头，乃至饿殍在野。无数事实说明，粮食是人类赖以生

存的重要物资。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把粮食工作列入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项目，通过一系列的政

治，经济改革——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彻底解放了生产

力。在大力发展粮油生产的同时，又加强了粮油计划管理工作，做到“全国一盘棋”的

丰歉调剂，保障了军需民食的供给，使国家顺利地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灾年。剑阁县人民

在粮食问题上，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我县的粮油工作和全国一样，呈现出蓬蓬勃勃的

发展趋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生机盎然，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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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粮食工作也有它的艰辛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既有耕耘

者的辛劳，也有丰收的喜悦。中共剑阁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剑阁人民，艰苦创业

的进取精神，勤劳俭朴的优良传统，都一一载入史册，垂继后世。同时，《剑阁县粮油

志：}还记载广大粮油工作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志书给未来的粮油工作者摄下了光辉的形象。

<剑阁县粮油志》的编写工作，历经数载，编写的同志以求实详史的科学态度，埋

头苦干，精心笔耕，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借此向全体编写人员和修志献出心血的同志表

示衷心感谢l在采辑，考核，撰写的过程中，承蒙县志办的具体指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一并致以谢意l

杨芳达

一九九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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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凡 例

一，本志书定名为《剑阁县粮油志》。

=，编纂《剑阁县粮油志》的宗旨是。为资政，教育．存史服务。为国家粮食工作

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剑阁县粮油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剑阁县粮食工作的历史与现状，着重反

映粮油购，销、调、存、加等业务活动。

四、本志书上限起自1911年，下限断至1989年。个别条目为溯本求源，叙事连贯，

上下限适当延伸。对1989年底的各级在职人员，均记在年底。

五，本志除卷首制图、照片、编纂机构，序、凡例，目录外，设概述，大事记，

专志，附录四部类，卷末置后记。

概述，扼要叙述剑阀县粮食工作发展状况，纲挈全志。

大事记，按时序记述断限年代内大事，要事。

专志，按事类分章、节、目三个层次，目以下采用标序号和提行表示。一般横排事

项，纵述史实。

附录，选录本局部分文件和署名文章。

六，本志书编纂，以粮油商品业务为重点，寓褒贬于记事之中，特别注意突出时代

特征和部门特点。

七，本志体裁，以志为主，有记，表、图，录，使用语体文，记述体。

八，历史纪年；清代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I民国时期沿用当时通用纪年，一

般不注公元纪年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新中国成立后’，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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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纪年。“解放后”的概念，特指1949年12月18日剑阁县解放的时间。

九、称谓：职官、地名采用历史上习惯称谓。地名用所记事项发生时的名称；建

国后有的区、乡名称更改，新，旧名称作了对照注明。1958年9月至1983年以公社、大

队、生产队称，此期前后以乡、镇、村，组称。

十，计量单位：沿用当时计量单位，1985年改公制后，仍按习惯使用市制。

十一、货币单位：民国时期银两为“两、钱”，银元、纸币使用“元’。建国后1955

年3月1日以前流通的旧版入民币，一律按“lO，ooo：1’的比率折成新人民币录记。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粮油产量，分配资料的年度，系当年1月1目起至

12月31日止。粮油购、销、调、存、加一律使用粮食年度。1962年前．1至12月为一个

粮食年度；1963年至1989年，从当年4月1日起至次年3月31日止为一个粮食年度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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