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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戚仁达

“湖广熟，天下足”。衡阳自古以来为湘南的重要粮食产区，油

茶资源亦十分丰富。境内湘江、未水、蒸水、洙水穿流，京广、湘

桂铁路相连，公路盘亘交错，水陆交通方便，古城衡阳历为湖南

重要粮食集散地。

衡阳人在漫长的粮油经营行业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积累了许

多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衡阳粮油生产蓬

勃发展，粮油商品经营兴旺，积储事业发达，粮油价格稳定，粮

油消费不断增长，粮油经济工作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值此，我们

把鸦片战争以来境内的粮油经济历史，分门别类，加以记述，编

纂成志书，并予付梓，以献给粮油经济事业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

给行将参加这一事业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们。我们深信，《衡阳市

粮油志》的问世，将有助于他们了解、研究、借鉴历史，积极探

索衡阳粮油经济机制运转新旋律，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推

动衡阳的粮油经济5-作向前发展。

我们在编纂《衡阳市粮油志》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不溢美，不绳过，用可靠的历史资料，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如实地写出l 40多

年的粮油经济史，尽可能地为世人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当然，任

何成功的历史经验，都不应变成妨碍人们继续前进的障碍。我们

的任务在于，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鉴往

知来，资鉴垂训，为振兴衡阳粮油经济谱写出更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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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万国

地方志源远流长，卷帙浩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可喜局面。

为了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根据衡阳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的部署，于1987年3月成立了《衡阳市粮油志》编写

小组，草成篇目，开展资料搜集。1989年1月，局成立编纂委员

会并建立了编志办公室，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市建国后第一部

《衡阳市粮油志》终于问世。

资料是志书的基础，资料的翔实与否则是编好志书的关键，其

优则优，其劣则劣。因此，在编纂过程中，编志办公室诸同志始

终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资料搜集和整理编辑上。他们不辞劳苦进行

实地调查和采访，旁征博引，网集原始资料约1200万字。几经鉴

定，剪去繁芜，撮其枢要，分类组合，系统编排，集成《资料长

篇》。在此基础上，按照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提出的“志书质

量标准”的要求精心编纂，力求言博而能要，事核而不芜，实事

求是地写出其本然，也实事求是地写出其所以然，记事为主，叙

议确当，彰明因果，缀深增色。

《衡阳市粮油志》的编成，是百多年来粮食行业的历史辑录，

为人们从一个侧面正确了解衡阳、认识衡阳提供了“信史”，也为

振兴衡阳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它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

开放，做好衡阳经济工作，将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我们编写水

平所限，纰漏肯定不少，敬希批评指正。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境内粮油事业的历史与

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高度统一，时代特点、地方

特色突出鲜明。

二、本志上限一般为1840年，部分章节适当上溯，下限为

1988年。

三、本志以地、市合并后全市所辖的1市6县5区为记述范

围。

四、本志所列年度数字，系按粮食年度(当年4月1日至次

年3月底)统计。油料均按统一折合标准换算成油脂。粮食品种，

购进、积储、扶持粮油生产三章，统按稻谷(亦称原粮，按贸易

粮折合)计量，销售、调运两章按贸易粮(小麦、大米、大豆、杂

粮、薯类之和)，仓储章按混合量，其他章据实记载。

五、为反映历史面貌，粮油计量单位，明、清代，民国时期

均按当时实际记载，1949～1988年均按公斤、吨计量。1949年10

目到1955年3月1日的人民币均按旧币l万元折合新币’l元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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