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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粮油志编纂组名单

领导．小‘组

组长张良友

副组长李应福

组员张和之张庆峰李近勇
曾世明 阚寿良

7编纂．人员 ．

主编．张杰 冯秉权

总审李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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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志》编纂组成员合影

参加《粮油忠》评稿人员合影



元江县粮食局局址

儿汀县粮食肠|』J、公楼



红河粮管所城关粮油门市部

城关粮油、饲料．食品门市部



农民踊跃交售公余粮

农民踊跃交售公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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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粮管所南门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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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及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坚持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专业

志。

二、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十一章、。附录四大部分。

三、本志取事，上限不限，下限至1987年。

四、1949年以前j以朝代、、国号纪年，后注公元年

号，1949年后采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采用分类叙事，点面结合，亦横亦纵，语体文

编写。

六、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沿用当时

旧名，有的括号内加注今名。

七、本志凡简称“新中国”的，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简

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简称“县委”、“地委”、。省委”

的，均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

八、本志的计量、金额数据，1949年前，照甩皇石、

京石、公石、市石、元，括号内加注折算数据。1949年后

用公斤、吨、元。

九、本志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资

料，主要来自省、地、县档案馆和图书馆。1949年后的资

料，主要来自本局档案的500个卷宗，8 427个文件；列表

以县统计局和本局统计、业务、财会、储运数字为准。



序

粮食是“宝中之宝，国计民生之首”。古人说：“国以民为

本，民以食为天，有粮百姓安，无粮天下乱。”因此，粮食是

军需民食的重要物资之一，它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

展，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提高。

新中国建立前，农业生产原始、落后，粮食产量低。农

民生产出的粮食，多被土司、地主、高利贷者盘剥，官府鲸

吞，加之交通不便，谷贱伤农，农民收入微薄，生活没有保

障，故使不少农民弃农逃荒，靠帮工或乞讨糊口度日。

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人民成了土

地的主人，粮食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党中央及各级党委、政府对粮食工作极为重视。首先是

稳定粮价，把粮食价格制定在商品价格的基础上，因为它是

一切价格的中心，保持物价稳定，’必须有足够的粮食作保

证。 ．

在元江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粮食干部、职工认真

贯彻执行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粮食工作方针和政策，全力以赴

组织粮食购、销、调、存、集运和加工等各项工作，从而保

证了粮食供给。

， 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粮食工作也向新的方向发

展，由管理转向了经营。
’

根据上级部署，于1987．年11月组建《元江哈尼族彝族

傣族自治县粮油志》编纂领导小组，开展工作。在编纂组的

积极努力下，在各股、厂、所、公司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于1989年12月编写成元江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粮油



志》。本志按照新方志的编写方法，记述了本县粮油工作历

史的演变过程，购、销、调、存，加工等的发展经过，总结

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粮油工作。 ，

本志内容求真，记事求实，编纂如体，突出行业特点，

具有存史价值。
‘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粮油志》的公开出版，+将

会鼓舞本县粮油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更加热爱粮油工

作，在今后工作中做出更大成绩，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

出新的贡献。 ‘

——，'——

县粮食局长张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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