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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o～．’<唐河县粮食志>在地区和县地方志编委‘总编室及地区粮食志编

j辑室的悉心指导下，在与兄弟县同行业相互交流，对学术问题不断探

求的过程中，广泛征求，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和建议，不断充实，调’“

i整，修改0于l 9 8 3年7月至1 9 8 6年5月完成初稿，l 9 8 7

年元月拿出二稿，l 9 8 8年3月定稿，‘经过三易其稿才得以充实o：

j‘’在《唐河县粮食志》的修纂过程中，粮食局领导一如既往地关心

支持，是工作进程较快的关键o ，～．⋯·。 ，

一一 f

?√：《唐河县粮食志》因时问，人力，水平有限，难免存在_些谬误

之处，望上级领导，广大同行和社会各界人士不吝指教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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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粮食局办公大楼



唐河县粮食局现任领导班子 左三局长王庆恩

左四副局长周贤瑞 左二副局长赵廷兰 左一副局

长赵玉坤右一工会主席王宿成(监察书记张明岑因事缺)

《唐河县粮食志》编纂领导小组及编纂人员

(高深山，杨玉清因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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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24日南陌地区粮食局在唐河县召开“粮食志”经验交流会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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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唐河县位于南阳盆地东部，面积2，512．4平方公里。东北，东南部

的浅山区占17．5％；西南、西北部的平地和唐河，泌阳河，三夹河沿

岸的冲积平原和岗丘地各占41％。耕地206．35万亩，人均1．97亩。气候

温和：年均无霜期231天；光照充足：年均日照2，166．4时；雨量充沛：

年均降水量910毫米；粮油资源丰富：盛产小麦，大麦、荞麦、高粱，

玉米，水稻，小谷，大豆，绿豆，豌豆，扁豆，蚕豆、红薯，芝麻，

油菜，花生，蓖麻、向日葵等。粮油商品流通条件得天独厚，信(阳)

南(阳)，唐(河)枣(阳)，唐(河)方(城)公路呈十字形交叉于县

城，东至京广沿线的信阳，南通汉丹沿线的枣阳，西接焦枝沿线的南

阳，北达郑州。全县年产粮食突破10亿斤，油料达5，ooo万斤以上，为

国家商品粮基地县之一，上乘粮油源源外运。

全县虽盛产粮油，素有。南阳粮仓，油罐”之说。但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时期，由于封建土地占有制的束缚和地主的剥削，粮食的占有

形成两极分化。少数土地拥有者仓满囤流，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加之

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农民饱受苛捐之苦，连年饥荒，导致粮食生产力低

下，产量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定。到l 9 4 9年，粮食均亩产只有104

斤，总产不足3．1亿斤；油料均亩产22斤，总产208万斤。穷苦人民期

盼改革封建土地制度和粮食分配的不合理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后，共产党政权十分重视粮油资

源的开发和分配，建立并逐步健全了粮食管理机构。在以粮油生产为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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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农业经济制度的改革中，首先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1949—

1951年)，达到耕者有其田，有其粮，使广大人民从几千年遭受封建剥

削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生产力得到了明显提高。到1952年，粮食

均亩产比1 949年提高了9．6％(儿4／1 04)，总产增长31．6％(40，779／

30，992)，人均社会产量上升26．6％(590／466)；油料均亩产提高

209％(68／22)，总产猛增556％(1，365／208)，人均社会产量剧

升535％(19．7／3．】)。接着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农民走

上了合作化道路。至1956年，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仃各尽

所禽管，按劳分配”o农民生产积极性进一多提高。粮食均亩产和总产

分别比1 952年提高21．9％(13 9／1 14)和1 7．4％(47，862／40，779)o

l 9 5 8年，由于“左一的思想影响，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分配

上搞平均主义。粮食生产盲目强调高指标，出现了“亩产万斤粮"等

浮夸口号和要求。与实际脱离，束缚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之连续三年

灾害(1 9 5 9一l g 6 1年)粮食严重减产o l 9 6 1年粮食均亩产

和总产分别由建国初期(1 9 4 9年)的1 O 4斤降到83斤、3．1亿斤降到

2．7亿斤。小麦均亩产和总产下降近一半(106：59和11，300：6，885)，

使人民一度忍受了饥饿。但一经发现这个问题，即予以纠正。及时采

取救济，扶持措施，使人民生活很快有了保障o

l 9 6 2年，按照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全县人民努力奋斗，粮食生产开始回升。到1965年，粮食总产已

比三年灾害时的平均数上升27．6％(37，677／29，518)。基本恢复到

。一五” (注：指】953—1957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水

平。

粮食生产泻拥4有所发展，又遇到搿文化大革命”十年(1 96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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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动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影响下，社会上形成两

派组织，互相摩擦，严重妨碍了生产：不少地方又一度推行社员“吃粮不

要钱一，自留地实行集体统管，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干与不干一个

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总产一直徘

徊在4．5亿斤左右，加之人口增长，农村人民吃粮水平下降。

从1949年到1977年，全县粮食形势是：发展速度在缓慢中时进时

退鲁对国家贡献在较低水平上增减不定；人民吃粮水平不足不稳；市

场时开时闭。粮食经济僵死。

王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全县粮食生产的重要历史转折。

按照_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精神和搿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一的方针，农村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责任制，农民的粮食

生产积极性和土地经营灵活性充分得到发挥o 1981年，油料总产猛增

到3，525万斤，成为国家集中产油区(南阳地区)的重点产油县o 1983

年，粮食总产达到11亿斤，被国家定为全国首批商品粮基地县之一。

到1 985年，粮食总产为1978年的2倍(102，8j 2／51，1，6)，为1 949年的

3．3倍(1 02，812／30，992)。其中小麦总产为1 978年的3．2倍(73，049／

22，805)，为1949年的6．5倍(73，049／11，300)，油料总产为1978年的

5．8倍(5，586／956)，为1 949年的27倍(5，586／208)。三中全会后的

七年(1 979一l 985年)，粮食总产年均递增7．9％(102，812／55，731)；

油料总产年均递增14．8％(5，586／l，854)；每一农业人口产粮年均递

增7．1％(985／570)，产油料年均递增1 3．8％(53．5／1 9)。七年

时间，全县粮食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突出标志是：

对国家贡献逐年增多o 1978—1985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年均递增

9％(2，613／6，555)，商品油年均递增7．9％(987／29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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