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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地区粮食局机关外蒂

商丘粮食干校门景



商丘地区苏式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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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地区塑科簿膜密闭

缺氧储粮仓

永城县饲料厂附设奶牛场

捡查粮情用的探粮嚣，米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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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地区粮食志》付印成书了，这是我们商丘地区第一部侧重记载粮食分配和流通
·

工作的专志。其意在于以志为鉴，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指导今后粮食的分配和流通工

作，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

商丘地区是历史上的老灾区。粮食问题一直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1948

年商丘解放前夕，社会混乱，经济凋蔽，民不聊生，粮荒愈演愈烈。新中国建立以来，在
’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大力支援下，全区人民艰苦奋斗，努力发展粮食生产，认

真进行粮食的分配和流通工作，、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贯彻执行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产量大幅

度增长，粮食的分配和流通工作进行了改革。经营更加活跃，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新的贡 ?

献．但是，当前我区的粮食生产水平还不高，粮食经营还有待于深化改革，我们应当借鉴

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粮食生产，做好粮食工作。

《商丘地区粮食志》的编纂是按照社会主义史志的要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主要记载新

中国建立以来，商丘地区在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有关粮食分配、流通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

策的情况，叙述粮油购，销、调、存和加工等项工作的成绩和问题，经验和教训。为了承

前启后，新中国建立之前的情况，也作了必要的概述。这部书作为粮食专业志来讲，内容，

相当丰富，材料较为翔实，基本上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商丘地区的粮食工作全貌，可

谓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
‘

《商丘地区粮食志》从搜集资料到编纂成书，历经数年，几易其稿，任务艰巨．全志

共14章52节，30多万字．在粮食工作范围内，纵述古今，横陈各方，实在是一大系统

工程．在编纂过程中，省粮食局粮食志编辑室，地区史志总编室，省、地档案局、图书

馆，给以热心指导，鼎力相助；地，县(市)粮食局，以及系统内部的各个职能部门，积

极配合，通力协作；编辑人员积极努力，勤奋笔耕，都为这本志书作出了贡献。 j

编写社会主义方志还缺乏经验，加之水平所限，难免还有错误和疏漏之处，希冀读者．-

指正． ，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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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体例是以类系事，先分类后分期。横排纵述。全志14章52节。前冠概

述、大事记，后有附录．
’

．

～

；，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个别引用文保持原词句．用规范简化字，右行横排．
’

三，本志上限不限，下限1 985年．
‘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以朝代年号和民国纪年，一般注明公元或公元前多

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公元纪年．

：五，志中全区数字一般含现辖9县，市，个别特殊情况另有说明．总人口，面积，

产量等为地区统计局资料；粮油购、销，调，存、加数字及非农业人口为粮食部了1上报资

料．· ．

‘六，年度划分：农村粮食征购和统销以生产年度(当年6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

计；城镇粮食供应，1 955年至1 960年以生产年度计，1 961年至1 985年以粮食年度

(当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计；油脂购销以粮食年度计，其他均以日历年度(1

月1日至1 2月31日)计． ．

七、计量单位为1 985年前国家规定或粮食部门规定的计量单位，如市斤，吨等，有

些历史资料以石，斗计，每斗约1 5市斤，10斗为1石，文中一般未作折算． ．

八、。建国后7，。建国初期。或。新中国建立后’、。新中国建立初期’，系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或初期。。解放区7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如

豫皖苏区等．
’

九、本志采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北京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南京国家第

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安徽省阜阳地区档案馆、河南省

图书馆、开封市档案馆、开封市图书馆、商丘地区档案馆j商丘地区统计局，本局档案室

及局内各科(室)各公司、各县(市)粮食志志稿，和一些口碑资料、回忆资料等．编纂

时一般未注出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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