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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级先进企业ll

临河市车站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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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级先进企业、盟级文明

单位II．临河市隆胜粮库

盟级先进企业I}

临河市饲料加工厂



盟级先进企业f『

临河市白脑包粮库

粮油收购场面

粮食供情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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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河市粮食志》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经编写
_ 。组全体成员历时一年多的辛勤搜集、整理、编撰、修改、审定·。

后，终于问世了!’这是我市粮食战线上令人欢欣鼓午，值得庆
一

， 贺的一件大喜事! 。· 、j．
、

本志依翔实的资料，系统的分类，简明的笔墨，全面地记‘

，载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市粮食生产发展及购，销、调、储、加 ．‘

的基本概况。可供我市各级领导干部在研究、探讨、决策、规划，

粮食生产时作为借鉴。是我市粮食系统职工、干部进一步了解．： ．

．粮食史、研究粮食史、服务于粮食工作的一部史料和教材。 ‘。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一
’

设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保证，

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非常

重视粮食生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发展、支持粮食生产做出了政策

’{ 上的保证。由于党和国家对粮食生产的重视，目前我国在占世 ．，

_ ·界耕地面积7 oA的情况下，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吃饭问
’

，’ 题。这一世界性奇迹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粮食生产
●

。
‘

●

，



!

的关怀与重视，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国对

，世界粮食生产的伟大贡献。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人口多，耕地少，人均占有粮食不足，

仍然在国民经济中是薄弱环节，粮食生产不容忽视。因此在狠

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必须树立长期节约用粮，计划用粮，科学

用粮的观念。要经常教育人们牢记：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的道理，牢固树立：“爱惜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的高尚
’

品德。特别是粮食战线广大职工，要切实做好收购、调运、保

管、『销售、加工各个环节的节粮工作，进一步发扬“宁流千滴

汗，不坏一粒粮”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搞好服务，献身于粮食工

作。．， ， ．．．

”

●

民以食为天j国以粮为本。谱写新篇，任重道远。 ．．



一、《临河市粮食志》记载从1910年迄1 990年80年间本

境粮食、油料商品贸易实情，并录入其储、运、加工概况。 ，

二、本志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方专业志书。编写指导思

想遵循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

主义的科学论断这一准则，并突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一特点，继承旧志书优点，摒弃其糟粕，以新思想、新材料、

新方法进行纂写。
’1

三、本志拟写概述、大事记、机构、收购、销售、储存、调运、

粮的价格、加工、票证管理、经营管理、先进企业及文献辑录等

11章。照片集中于正文之前。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口碑资料经认真考证后录

入本志。对于存惑或不实之词概未录入。

五、本志采取语体文表述。以志为主，辅之以图、表、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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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 一

．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基
’

本保证，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人类不可缺少 ’．

的主要食物，而且也是人类改善生活，通过畜禽养殖、食品加 ；

工，转化为其它食物的主要原料。粮食在国计民生中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 ，|

我国自古以来就把粮食做为立国之本。共和国成立后，更 j

把粮食做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一直列为基础的基础。同时根．·；

据我国不同时期的国情和粮情出发，结合粮食的生产者、消费

者、经营者的利益，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我国这样一个

耕地面积少、人口众多的国家基本上解决了历代无法解决的

温饱问题。 ．

。

．

。
。

临河地区的粮食生产历史悠久。远在秦汉之际，垦植初

起，便开始了粮食生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国家对粮食

生产的重视，同时随着河套地区的综合治理，临河市被开辟为

国家的商品粮基地。到1 990．年，全市的耕灌面积达105万亩，

其中粮食面积73万亩；粮食产量稳定持续地增长，到1990

． 年，粮食总产达56000多万斤，向国家提供商品粮5 8700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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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截至1990年度，临河市粮

食、油料生产创立了历史最高水平，受到国家商业部，自治区

。人民政府和巴盟党委、行政公署的奖励和表扬口

j．。， 随着粮食事业的发展，临河已把粮食工作做为各项工作

的中心。、不论金融财政，农机化肥，还是水利建设、改土治碱，

都密切地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同时，临河屯已经初步具有

，．现代化设施的粮食生产规模。临河正在发掘她在粮食上所具

有的优势，’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多更大的力量。



记

清朝宣统2年(1 910)，清朝政府废除了汉人出边开荒的

禁令，临河地区出现了外地商人入境定居设店经商．，开设了

米、面、酒兼营的陆秤行。

民国14年(1 925)，临河设置后，改清源局为统捐局，负责

粮食赋税的征收。

民国18年(1 929)，设置局升格为县政府，设置建设科，管

理粮食税征。7

1 939年，县政府设田粮管理处，负责管理全县地亩丈青、

田赋摊派和公粮，马料的征收、调拨。 ‘．一．。

1 945年田粮管理处改称田粮管理科，下设平级的军粮库

和县粮库，储备粮食和草料。1950年4月，撤消田粮科，临河

县人民政府设粮食小组，为行政机构；后建县城粮库和黄羊木

头分库，隶属河套行政区粮食公司0 1 953年交由临河县粮食

局领导。 ．． ．．

+j

1 953年3月1日，粮食小组和粮油公司合并为县粮食

局。下设秘书、会统、储运、业务四个股。11月，政务院发布了

《关于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2月城市居民

实行计划供应。是年为了促进油料生产，保障供给，提高油料．

征购价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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