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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东莞，是广东省有名的崩鱼米之乡一．历史

上和现在都与省内外，港澳地区及海外进行粮

食贸易．本志较系统和全面地记述了东莞自民

国以来至1988年粮食的征，购、销、管理、加

工，储存和流通等的历史与现状．其中重点介

绍了建国后几个助段东莞粮食的起伏和发展．

本志分十七章叙述，各章内容详实，资料

具体，数据丰富。可供粮食部门和经济部门的

干部，职工阅读参考．



原商业部副部长赵发生题词



广东省副省长刘维明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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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委书记欧阳德题词



原广东省粮食厅厅长顾杰题词



广东省粮食局局长张挑题词I，



广东粮食经济研究会会长金容题词



<东莞粮食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吴颂平

副组长：谭同恪何青

成员：李匡李华

<东莞粮食志》编写组

负责人。李匡李华，

成员：曾来生(主笔) 王琪

杜狮(主笔顾问) 陈叶生(顾问)

编纂组织，指导单位：

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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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部和省、市领导视察我局后台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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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东荛粮食局办公室门面

(1950—1987年在此办公)



瑞典亚法拉伐公司专家为铬东油脂有限公司植物油厂投产试机

东莞泰馥纤维有限公司引进泰国，台湾纤维生产线投产

缣鱼洲上新兴工业之花——东莞市粮油食品工业公司

东莞市粮油贸易公司开设的双龙酒店

企石粮所办公楼



石排粮所圆筒仓

茶山粮所拱角仓

寮步粮所苏式仓

常平粮所和加工厂位于常平火车站旁。交通运输方便



市粮食局领导参观道辫粮所种子田

夏粮征购，农民送粮入库情形

。一路粮车万缕情”

清溪粮所粮店为群众免费加工复碾米



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土地比较肥沃，人均占有土地也比较多，农产品

除香蕉，荔枝，橙柑等水果在国内和国际上颇有盛名外，粮食也是东莞农业

的主要产品，年产稻谷在50万吨以上，故历来有鱼米之乡的美名。东莞的粮

食不但数量多，而且品质优，因此，除了满足市内各方面人口及各部门的需

要外，历史上及现代均有向国外和港澳地区出口贸易的传统。建国以来，东

莞的余粮每年以平价调给广州及省内各市县的大米8万多吨，对支援国家和

省内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o’ 、

粮食既是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同时又是东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

重要支柱。但不知什么缘故，在我们东莞的历史资料中却找不割一本能够具

体反映粮食征，购，销，管理，加工，储存和流通等状况的历史资料。大概

是由于战乱等原因，过往的历代政府都未能顾及修出一本能反映粮食状况的

史志，’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一个缺陷。 ，，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基本上处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之

中，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措

施，使我国出现了·个社会稳定，经济迅猛发展的兴盛时期。在这个Hj=期里，

我们东莞由于毗邻港澳，水陆交通方便，又处在香港一深圳一广州经济走廊

中间，享受国家关于开放地区的政策待遇，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外向型经

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东莞在改革开放以来，决策层思想解放，

措施得当，敢于放手发展和搞活经济，顺潮流，得民心，因而使东莞出现了

一个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经济腾飞的局面。198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

总收入比1978年翻了三番，人民生活提前实现了小康水平。可以说，今日的

东莞，是一个繁荣昌盛的东莞。。盛世修志，继往开来一这是历史赋于我们的

任务。为了弥补粮食史志已经出现了断层的缺陷，我们今天有责任、也有能

力修整出_本既能反映现代的粮食状况，也能追朔过往粮食历史概况的史志

出来，借以承先启后，把有关粮食问题的资料一年一年一代一代地连续下去。



改革开放给东莞整个社会带来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同样，也给东莞粮食工

作带来了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以1989年同1979年对比，粮食经

营总量增长1．66倍，达到100多万吨I粮油工业总产值增长2．5倍，达到1．4

亿元以上，固定资产总值增长4．6／t，达到3亿元以上，工商企业利润增长6．91

倍，达1000万元以上，职工的经济生活也基本跟上了本市的人均收入水平o，

所有这一切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f政策带来的结果。

《东莞粮食志》的编写工作从1986年开始，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正确

指导下，着手进行有关编志的各项工作，并成立了编志小组，同时派出本局的

李华(局粮油工会副主席)，李匡(局会计师)、曾来生(局资料科员)，

王琪(粮油工业公司副股长)等同志进行具体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并聘

请离休老干部杜辩同志作审稿和编辑工作。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

特别是建国前的历史资料残缺不金，有些资料在本市无法找到，需要到外地

有关单位和部门探访和查找，曾找过广东省档案馆、省图书馆，省政协文史

资料研究会等十八个单位，访问过数以十计的粮食工作老前辈，查阅过数以百

计的历史档案及报刊资料，并得到了上述单位和粮食工作老前辈的积极配合

大力支持，才基本上把能搜集的历史资料搜集起来，整理编辑成册，使修志的

任务得以胜利完成。对此，谨向省档案馆、省图书馆等协助过我们的有关单位

以及为我们提供过历史资料的陈叶生等老一辈粮食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l’

《东莞粮食志》全书共分十七章，有三十多万字，当中最早的历史资料有

唐代武德二年(即公元619年)，继而有宋，元、明、清，民国等诸代的部

分粮食史实。这些史实，虽然比较零碎，但将它编入史志，对当今也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可以为现代人略知古代和近代的粮食状况。对现代的粮食资

料，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史料，我们收集得比较全面具体，其中包括各个时期

党中央和国务院及省政府对粮食问题作出的方针、政策、规定，本市、县粮、

食机构设置，人事变更、历年的购，销．．调，存、加工状况，以及粮食的流

通，价格，市场变化、粮食工业的发展和粮食外向型经济的涌现等等。我们

认为，这样编写，虽然文字多了些，但这对现代的以及今后都有较大的参考

和使用价值。

我们认为，《东莞粮食志》虽然巳编写出来，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难

免有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恳请社会各界以及上级领导批评指正。

芙龌千
一九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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