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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县县志编辑委员会文件

，，，。：．一

腾纂复字(1 989)1号
’

．}}
t’

∥’7

关于出版《腾冲县粮油志》的批复

腾冲县粮食局： ，

。

-．

‘

，I ，

关于出版《腾冲县粮油志》的报告收悉。编纂《腾冲县粮油

志》，由于局领导重视，修志人员认真负责，历时四年，三易其

稿，几经评审，后经总编审完成定稿．-． ．

该志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文朴史真，实为一部突出腾冲特点

的资料书．经审议，同意铅印出版。
·i’． 1．

此 复 ，’

P．

-t：．‘
，’ ，’¨．‘ rt．j

’‘i ‘ Jv 一

．． 腾冲其县志编辑委员会

。匕一、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五日

主

抄

送：腾冲县粮食局

报：保山行署地方志办公室 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

．’存档 (共印五份)



《腾冲县粮油志》编辑领导小组及编写成员

杨维衡

领导小组． 郭有济

，． 吴庆恒

编 审 高镇仁

主 编 徐开秦

余杰

编写成员 徐开泰

余 杰

陆光文

苏孝

毒摄 影 俞泽群



序．

序言

凡例

目

概述⋯⋯⋯⋯⋯⋯⋯⋯⋯⋯⋯⋯⋯⋯⋯⋯⋯⋯⋯⋯⋯⋯⋯⋯⋯⋯⋯⋯⋯⋯⋯(1

大事记⋯⋯⋯⋯⋯⋯⋯⋯⋯⋯⋯⋯⋯⋯⋯⋯⋯⋯⋯⋯⋯⋯⋯⋯⋯⋯⋯⋯⋯⋯⋯(4

第一章建置沿革⋯⋯⋯⋯⋯⋯⋯⋯⋯⋯⋯⋯⋯⋯⋯⋯⋯⋯⋯⋯⋯⋯⋯⋯⋯⋯(11

第一节明，清，民国时期⋯⋯⋯⋯⋯⋯⋯⋯⋯⋯⋯⋯⋯⋯⋯⋯⋯⋯⋯⋯(11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2

一、三年恢复时期⋯⋯⋯⋯⋯⋯⋯．．．⋯⋯⋯⋯⋯⋯⋯⋯⋯⋯⋯⋯⋯⋯(12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3
一 三，人民公社化时期⋯⋯⋯⋯⋯⋯⋯⋯⋯⋯⋯⋯⋯⋯⋯⋯⋯⋯⋯⋯⋯(13

四，调整恢复时期⋯⋯⋯⋯⋯⋯一⋯⋯⋯⋯⋯⋯⋯⋯⋯⋯⋯⋯⋯⋯⋯(14

五、“文化大革命"时期⋯⋯⋯⋯⋯⋯⋯⋯⋯⋯⋯⋯⋯⋯⋯⋯⋯⋯⋯(15

r 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6

第三节党，团、群众组织⋯⋯⋯⋯⋯⋯⋯⋯⋯⋯⋯⋯⋯⋯⋯⋯⋯⋯⋯一(21

一一、共产党组织⋯⋯⋯⋯⋯⋯⋯⋯⋯⋯⋯⋯⋯⋯⋯⋯⋯⋯⋯⋯⋯⋯⋯(21
一 、二，共产主义青年团⋯⋯⋯⋯⋯⋯⋯⋯⋯⋯．．．⋯⋯⋯⋯⋯⋯··：⋯⋯⋯(23

三、工 ．会⋯⋯⋯⋯⋯⋯⋯⋯⋯⋯⋯⋯⋯⋯⋯⋯⋯⋯⋯⋯⋯⋯⋯·．．(23
，+ 四，妇女代表会⋯⋯⋯⋯⋯⋯⋯⋯⋯⋯⋯⋯⋯⋯⋯⋯⋯⋯⋯⋯⋯⋯⋯(23

， 五、计划生育领导小组⋯⋯⋯⋯⋯⋯⋯⋯⋯⋯⋯⋯⋯⋯⋯⋯⋯⋯⋯⋯(23

六、职工代表会⋯⋯⋯⋯⋯⋯⋯⋯．，．⋯⋯⋯⋯⋯⋯⋯⋯⋯⋯⋯⋯⋯⋯(24

七、离、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24
， 八，其他组织⋯⋯⋯⋯⋯⋯⋯⋯．．．⋯⋯⋯⋯⋯⋯⋯⋯⋯⋯⋯⋯⋯⋯⋯(24

第四节职工教育⋯⋯⋯⋯⋯⋯．．．⋯⋯⋯⋯⋯⋯⋯⋯⋯⋯⋯⋯⋯⋯⋯⋯⋯(25
’ 一，业务技术培训⋯⋯⋯⋯⋯⋯⋯⋯⋯⋯⋯⋯⋯⋯⋯⋯⋯⋯⋯⋯⋯⋯(25

二、文化补课⋯⋯⋯⋯⋯⋯⋯⋯⋯⋯⋯⋯⋯⋯⋯⋯⋯⋯⋯⋯⋯⋯⋯⋯(26

三，函大学习⋯⋯⋯⋯⋯⋯⋯⋯⋯一⋯⋯⋯⋯⋯⋯⋯⋯．．．⋯⋯⋯⋯⋯(26

第五节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27

第二章赋粮⋯⋯⋯⋯⋯⋯⋯⋯⋯⋯⋯⋯⋯⋯⋯⋯⋯⋯“⋯⋯⋯⋯⋯⋯⋯⋯(29

r第一节田 赋⋯⋯．．．⋯⋯⋯．．．⋯．．．．．．．．．．．．．．．．．t_一⋯．t．⋯．．．⋯⋯．．．(2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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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第二节耕地税⋯⋯⋯⋯⋯⋯⋯⋯⋯⋯⋯⋯⋯⋯⋯⋯⋯⋯⋯⋯⋯⋯⋯⋯⋯(29)

第三节征实征借⋯⋯⋯⋯⋯⋯⋯⋯⋯⋯⋯⋯⋯⋯⋯⋯⋯⋯⋯⋯⋯⋯⋯⋯(32)

一、腾北抗日政府征购军粮⋯⋯⋯⋯一⋯⋯⋯⋯⋯⋯⋯⋯⋯⋯⋯⋯⋯(32)

二、日伪县政府征粮资敌⋯⋯⋯⋯⋯⋯⋯⋯⋯⋯⋯⋯⋯⋯⋯⋯⋯⋯⋯(35)

三、腾冲县政府征收“善后地亩捐黟⋯⋯⋯⋯⋯⋯⋯⋯⋯⋯．．．⋯⋯⋯(35)

四，民国35—38年的征实征借⋯⋯⋯⋯⋯⋯⋯⋯⋯⋯⋯⋯⋯⋯⋯⋯⋯(36)

第四节罚谷和豁免⋯⋯⋯⋯⋯⋯⋯⋯⋯⋯⋯⋯⋯⋯⋯⋯⋯⋯⋯⋯⋯⋯⋯(46)

一、罚 谷⋯⋯⋯⋯⋯．．．⋯⋯⋯⋯⋯⋯⋯⋯⋯⋯⋯⋯⋯⋯⋯⋯⋯⋯(46)

二、豁 免⋯⋯⋯⋯⋯⋯⋯一⋯⋯⋯⋯⋯⋯⋯⋯⋯⋯⋯⋯⋯⋯⋯⋯(46)

第五节征 粮⋯⋯⋯⋯⋯⋯⋯⋯⋯⋯⋯⋯⋯⋯⋯⋯⋯⋯⋯⋯⋯⋯⋯⋯(47)

一，公 粮⋯⋯⋯⋯⋯；．．⋯⋯⋯⋯⋯⋯⋯⋯⋯⋯⋯⋯⋯⋯⋯⋯⋯⋯(47)

二、地方粮⋯⋯⋯⋯⋯⋯⋯⋯⋯⋯⋯⋯⋯⋯⋯⋯⋯⋯⋯⋯⋯⋯⋯⋯(50)

三，减 免⋯⋯⋯⋯⋯⋯⋯⋯⋯⋯⋯⋯⋯⋯⋯⋯⋯⋯⋯⋯⋯⋯⋯．．．(50)

第三章农村粮油购销⋯⋯⋯⋯⋯⋯⋯⋯⋯⋯⋯⋯⋯⋯⋯⋯⋯⋯⋯⋯⋯⋯⋯⋯(55)

第一节自由购销⋯⋯⋯⋯⋯⋯⋯⋯⋯⋯⋯⋯⋯⋯⋯⋯⋯⋯⋯⋯⋯⋯⋯⋯(55)

第二节粮食统购⋯⋯⋯⋯⋯⋯⋯⋯⋯⋯⋯⋯⋯⋯⋯⋯⋯⋯⋯⋯⋯⋯⋯⋯(56)

一、统购初期⋯⋯⋯⋯⋯⋯⋯⋯⋯⋯⋯⋯⋯⋯⋯⋯⋯⋯⋯⋯⋯⋯⋯⋯(57)

二、搿三定"到户⋯⋯⋯⋯⋯⋯⋯⋯⋯⋯⋯⋯⋯⋯⋯⋯⋯⋯⋯⋯⋯⋯(57)

三，一定三年⋯⋯⋯⋯⋯⋯⋯⋯⋯⋯⋯⋯⋯⋯⋯⋯⋯⋯⋯⋯⋯⋯⋯⋯(59)

四、一定五年⋯⋯⋯⋯⋯⋯⋯⋯⋯⋯⋯⋯⋯⋯⋯⋯⋯⋯⋯⋯⋯⋯⋯⋯(60)

五、工业品换购⋯⋯⋯⋯⋯⋯⋯⋯⋯⋯⋯⋯⋯⋯⋯⋯⋯⋯⋯⋯⋯⋯⋯(61)

六、商品粮基地⋯1 0,0 0 0⋯⋯⋯⋯⋯⋯⋯⋯⋯⋯⋯⋯⋯⋯⋯⋯⋯⋯⋯⋯(61)

七、地方机动粮⋯⋯⋯⋯⋯⋯⋯⋯⋯⋯⋯⋯⋯⋯⋯⋯⋯⋯⋯⋯⋯⋯⋯(62)

八、零散收购⋯⋯⋯⋯⋯⋯⋯⋯⋯⋯⋯⋯⋯⋯⋯⋯⋯⋯⋯⋯⋯⋯⋯⋯(63)

九、周转、兑换、借供⋯⋯⋯⋯⋯⋯⋯⋯⋯⋯⋯⋯⋯⋯⋯⋯⋯⋯⋯⋯(67>

十，议购议销，多渠道经营⋯⋯⋯⋯⋯⋯⋯⋯⋯⋯⋯⋯⋯⋯⋯⋯⋯⋯(70)

第三节合同定购⋯⋯⋯⋯⋯⋯⋯⋯⋯⋯⋯⋯⋯⋯⋯⋯⋯⋯⋯⋯⋯⋯⋯⋯(75)

第四节农村粮食分配⋯⋯⋯⋯⋯⋯⋯⋯⋯⋯⋯⋯⋯⋯⋯⋯⋯⋯⋯⋯⋯⋯(80)

第五节粮食统销·⋯⋯⋯⋯⋯⋯⋯⋯⋯⋯⋯⋯⋯⋯⋯⋯⋯⋯⋯⋯⋯⋯⋯“(85)

一、缺粮供应⋯⋯⋯⋯⋯⋯⋯⋯⋯⋯⋯⋯⋯⋯⋯⋯⋯⋯⋯⋯⋯⋯⋯⋯(85)

二、支农供应⋯⋯⋯⋯⋯⋯⋯⋯⋯⋯⋯⋯⋯⋯⋯⋯⋯⋯⋯⋯⋯⋯⋯⋯(86)

三、其他供应⋯⋯⋯⋯⋯⋯⋯⋯⋯⋯⋯⋯⋯⋯⋯⋯⋯⋯⋯“⋯⋯⋯⋯(87)

第六节油脂、油料购销⋯⋯⋯⋯⋯⋯⋯⋯⋯⋯⋯⋯⋯⋯⋯⋯⋯⋯⋯⋯⋯(92)

一、收 购⋯⋯⋯⋯⋯⋯⋯⋯⋯⋯⋯⋯⋯⋯⋯⋯⋯⋯⋯⋯⋯⋯⋯⋯(92)

二、统 购⋯⋯⋯⋯⋯⋯⋯⋯⋯⋯⋯⋯⋯⋯⋯⋯⋯⋯⋯⋯⋯⋯⋯⋯(92)

三、供 应⋯⋯⋯⋯⋯⋯⋯⋯⋯⋯⋯⋯⋯⋯⋯⋯⋯⋯⋯⋯⋯⋯⋯⋯(94)

第四章城镇粮油销售⋯．．t．．t．．t．．t⋯⋯．，t．．t．．．⋯t．，⋯，．，．．．一．．．．．．⋯⋯，．．，．．⋯⋯(98)



．第一节粮油市场⋯⋯⋯⋯⋯⋯⋯⋯⋯⋯⋯⋯⋯⋯⋯⋯⋯⋯⋯⋯⋯⋯⋯⋯．(98)

一，民国时期⋯⋯⋯⋯⋯⋯⋯⋯⋯⋯⋯⋯⋯⋯⋯⋯⋯⋯⋯⋯⋯⋯⋯⋯(98)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01)

第二节自由交易⋯⋯⋯⋯⋯⋯⋯⋯⋯⋯⋯⋯⋯⋯·??⋯⋯⋯⋯⋯m⋯⋯⋯(102)

第三节粮油统销⋯⋯⋯⋯⋯⋯⋯⋯⋯⋯⋯⋯⋯⋯⋯⋯⋯⋯⋯⋯⋯⋯⋯u·(103>

、一、计划供应⋯⋯⋯⋯⋯⋯⋯⋯⋯⋯⋯⋯⋯⋯⋯⋯⋯⋯⋯⋯一⋯⋯⋯(103)

二、定量供应⋯⋯⋯⋯⋯⋯⋯⋯⋯⋯··?·?⋯⋯·?⋯⋯⋯?⋯⋯⋯⋯⋯⋯·(103)

三，整顿供应⋯⋯⋯⋯⋯⋯⋯⋯⋯⋯⋯⋯⋯⋯⋯⋯⋯⋯⋯⋯⋯_⋯⋯(104)

四、实行全省统一工种定量⋯⋯⋯⋯⋯⋯⋯⋯⋯⋯⋯⋯⋯⋯⋯⋯⋯．．．(106)

第四节食油供应⋯⋯⋯⋯⋯⋯⋯⋯⋯⋯⋯⋯⋯⋯⋯⋯⋯⋯⋯⋯⋯，．．．⋯⋯(110)

， 第五节工商行业粮油供应⋯⋯⋯⋯⋯⋯⋯⋯⋯⋯⋯⋯⋯⋯⋯⋯⋯．．．⋯⋯(112)

一，粮食供应⋯⋯⋯⋯⋯⋯⋯⋯⋯⋯⋯⋯⋯⋯⋯⋯⋯⋯⋯⋯⋯⋯⋯⋯(112)

二、油脂供应⋯⋯⋯⋯⋯⋯⋯⋯⋯⋯⋯⋯⋯⋯⋯⋯⋯⋯⋯⋯⋯⋯⋯”：(114)

第六节饲料供应⋯⋯⋯⋯⋯⋯⋯⋯⋯⋯⋯⋯⋯⋯：⋯⋯⋯⋯⋯⋯⋯⋯⋯。?(117)

。 第七节加强管理⋯⋯⋯⋯⋯⋯⋯⋯⋯⋯⋯⋯⋯⋯⋯⋯⋯⋯⋯⋯⋯”：⋯⋯(118)

．第八节粮油票证⋯⋯⋯⋯⋯⋯⋯⋯⋯⋯⋯⋯⋯⋯⋯⋯⋯⋯⋯⋯⋯⋯⋯⋯(118)

一，票证的制订，管理⋯⋯⋯⋯⋯⋯⋯⋯⋯⋯⋯⋯⋯⋯⋯⋯⋯⋯⋯⋯(118)

二，军用粮，料票⋯⋯⋯⋯⋯⋯⋯⋯⋯⋯⋯⋯⋯⋯⋯⋯⋯⋯⋯”：⋯⋯(120)
’、

三，食油票⋯⋯⋯⋯⋯⋯⋯⋯⋯⋯⋯⋯⋯⋯⋯⋯⋯⋯⋯⋯⋯⋯⋯⋯⋯(120)

第五章粮油价格⋯⋯⋯⋯⋯⋯⋯⋯·：⋯⋯⋯⋯⋯⋯⋯⋯⋯⋯⋯⋯⋯⋯⋯⋯⋯。(121)

i 第一节民国时期⋯⋯⋯⋯⋯⋯⋯⋯⋯Ⅵ⋯．．．⋯⋯⋯⋯⋯⋯⋯⋯⋯⋯⋯⋯(121)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124)

～、统购统销价格⋯⋯⋯⋯⋯⋯⋯⋯⋯⋯⋯⋯⋯⋯⋯．．．⋯⋯⋯·⋯．．”，(124)
二、议购议销价格⋯⋯⋯⋯⋯⋯⋯．．．⋯⋯⋯⋯⋯⋯⋯⋯⋯⋯⋯一⋯⋯(128)

第六章粮油贮存⋯⋯⋯⋯⋯⋯⋯⋯⋯⋯⋯⋯⋯⋯⋯⋯⋯⋯⋯⋯⋯⋯⋯．．．⋯⋯(130)

第一节仓 储⋯⋯⋯⋯⋯⋯⋯⋯⋯⋯⋯⋯⋯⋯⋯⋯··：⋯⋯⋯⋯⋯⋯⋯(130)

二，常平仓⋯⋯⋯⋯⋯⋯⋯⋯⋯⋯⋯⋯⋯⋯⋯⋯⋯⋯⋯⋯⋯⋯⋯⋯⋯(130)

兰，卫仓·：⋯⋯⋯⋯⋯⋯⋯⋯⋯⋯⋯⋯⋯⋯⋯⋯⋯⋯⋯⋯⋯⋯⋯⋯·(131)

三、预备仓⋯⋯⋯⋯⋯⋯⋯⋯⋯⋯⋯⋯⋯⋯⋯⋯⋯⋯⋯⋯⋯⋯⋯⋯⋯(131)

四、屯仓⋯⋯⋯⋯⋯⋯⋯⋯⋯⋯⋯⋯⋯⋯⋯⋯⋯⋯⋯⋯⋯⋯⋯．．．⋯(131>

五、广积仓⋯⋯⋯⋯⋯．．．⋯⋯⋯⋯⋯⋯⋯⋯⋯⋯⋯⋯⋯⋯⋯⋯⋯⋯⋯(132)

六、义谷仓⋯⋯⋯⋯⋯⋯⋯⋯⋯⋯⋯⋯⋯⋯⋯⋯⋯⋯⋯。⋯⋯⋯⋯⋯(132)

1七、社仓⋯⋯⋯⋯一⋯⋯⋯⋯⋯⋯⋯⋯⋯⋯⋯⋯⋯⋯⋯⋯⋯⋯⋯⋯(132)

八、练仓⋯⋯⋯⋯⋯”⋯⋯⋯⋯⋯⋯⋯⋯⋯⋯⋯⋯⋯⋯⋯⋯⋯⋯⋯·(133)

九，积谷仓⋯⋯⋯⋯⋯⋯⋯⋯⋯⋯⋯⋯⋯⋯⋯⋯⋯．．．⋯⋯⋯⋯⋯⋯⋯(137)

， 十，集中总仓⋯⋯⋯⋯⋯⋯⋯⋯⋯⋯⋯⋯⋯⋯⋯⋯⋯⋯⋯⋯⋯⋯⋯⋯(138)

。 第二节粮仓，粮点⋯⋯⋯⋯．．．⋯．．．．．．⋯．．．．．．．．．．．．．．．t．．⋯⋯⋯⋯⋯⋯⋯⋯(138)

f／／、＼，j，̂．，．



一、粮仓建设⋯⋯⋯⋯⋯⋯⋯⋯⋯⋯⋯⋯⋯⋯⋯⋯⋯⋯⋯⋯⋯⋯⋯⋯(
’

二，油罐建设⋯⋯⋯⋯⋯⋯⋯⋯⋯⋯⋯⋯⋯⋯⋯⋯⋯⋯⋯⋯⋯⋯⋯⋯(
’

三，粮点布局⋯⋯⋯⋯⋯⋯⋯⋯⋯⋯⋯⋯··：⋯⋯⋯⋯⋯⋯⋯⋯⋯⋯⋯(

四。，粮仓机械·：⋯·^⋯⋯⋯⋯⋯⋯⋯⋯⋯⋯⋯⋯⋯⋯⋯⋯⋯⋯⋯⋯⋯(

第三节粮油收储⋯⋯⋯⋯⋯⋯⋯⋯⋯⋯⋯⋯⋯⋯⋯⋯⋯⋯⋯⋯⋯⋯⋯⋯(

一、入 库⋯⋯⋯⋯⋯⋯⋯⋯⋯⋯⋯⋯⋯⋯⋯⋯⋯⋯⋯⋯⋯⋯⋯⋯(

‘二，检 验⋯⋯⋯⋯⋯⋯⋯⋯⋯⋯⋯⋯⋯⋯⋯⋯⋯⋯⋯⋯⋯⋯⋯⋯(

三、计 量··：’”：⋯⋯⋯+⋯⋯⋯⋯⋯⋯⋯⋯⋯⋯⋯⋯⋯⋯⋯⋯⋯⋯⋯(

四、储 。存⋯⋯⋯⋯⋯⋯⋯⋯⋯⋯⋯⋯⋯⋯⋯⋯⋯⋯⋯⋯⋯⋯⋯⋯(

第四节粮油保管⋯⋯⋯⋯⋯⋯⋯⋯⋯⋯⋯⋯⋯⋯⋯j⋯⋯⋯⋯⋯⋯⋯⋯”(

一、保管制度⋯⋯⋯⋯⋯⋯⋯⋯⋯⋯⋯⋯⋯⋯⋯·⋯⋯⋯⋯⋯⋯⋯⋯”(

二：科学保粮⋯．．．．⋯⋯⋯⋯⋯⋯⋯⋯⋯⋯⋯⋯⋯⋯⋯⋯⋯⋯⋯⋯⋯⋯(

‘-三：一“四羌黟粮仓⋯一⋯⋯⋯⋯⋯⋯⋯⋯⋯⋯⋯⋯⋯⋯⋯⋯⋯⋯⋯⋯(

四，支援农村⋯⋯⋯⋯⋯⋯⋯⋯⋯⋯⋯⋯⋯⋯⋯⋯⋯⋯·’⋯⋯⋯⋯⋯“(

第七章’粮油调运⋯⋯⋯⋯⋯⋯⋯⋯⋯⋯⋯⋯⋯⋯⋯⋯⋯⋯⋯⋯⋯⋯⋯⋯⋯⋯(

第一节抗日战争时期⋯⋯⋯⋯⋯⋯⋯⋯⋯⋯⋯⋯⋯⋯⋯⋯⋯⋯⋯⋯⋯⋯(

。．。一，自筹集运军粮⋯⋯⋯⋯⋯⋯⋯⋯⋯⋯⋯⋯⋯⋯⋯⋯⋯⋯⋯⋯⋯⋯(

．二，协运军粮⋯⋯⋯⋯⋯⋯⋯⋯⋯⋯⋯⋯⋯⋯⋯⋯⋯⋯⋯⋯⋯⋯⋯⋯(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一、调拨制度和办法⋯⋯⋯⋯⋯⋯⋯⋯⋯⋯⋯⋯⋯⋯⋯⋯⋯⋯⋯⋯⋯(

二、‘发运、接收，作价⋯⋯⋯⋯⋯⋯⋯⋯⋯⋯⋯⋯⋯⋯⋯⋯⋯⋯⋯⋯(

三，县内集运⋯⋯⋯⋯⋯⋯⋯⋯⋯⋯⋯⋯⋯⋯⋯⋯⋯⋯⋯⋯⋯⋯⋯⋯(

’!’四、‘稂油调入⋯一⋯⋯⋯⋯⋯⋯⋯⋯⋯⋯⋯⋯⋯⋯⋯⋯⋯⋯⋯⋯⋯⋯(

五，粮油调出⋯⋯⋯⋯⋯⋯⋯⋯⋯⋯⋯⋯⋯⋯⋯⋯⋯⋯⋯⋯⋯⋯⋯⋯(

第三节运粮车队⋯⋯⋯⋯⋯⋯⋯⋯⋯⋯⋯⋯⋯⋯⋯⋯⋯⋯⋯⋯⋯⋯⋯⋯(

一，发展概况··：⋯⋯⋯⋯⋯⋯⋯⋯⋯⋯⋯⋯⋯⋯⋯⋯⋯⋯⋯⋯⋯⋯⋯(

!二，，．任 务⋯⋯⋯⋯⋯⋯⋯⋯⋯⋯⋯⋯⋯⋯⋯⋯⋯⋯⋯⋯⋯⋯⋯⋯(

三，安全生产⋯⋯⋯⋯⋯⋯⋯⋯⋯⋯⋯⋯⋯⋯⋯⋯⋯⋯⋯⋯⋯⋯⋯⋯(

四、经营管理⋯⋯⋯⋯⋯⋯⋯⋯⋯⋯⋯⋯⋯⋯⋯⋯⋯⋯⋯⋯⋯⋯⋯⋯(

第四节包装物品⋯⋯⋯⋯⋯⋯⋯⋯⋯⋯⋯⋯⋯⋯⋯⋯⋯⋯⋯⋯⋯⋯⋯⋯(

． 一、管 理⋯⋯⋯⋯⋯⋯⋯⋯⋯⋯⋯⋯⋯⋯⋯⋯⋯⋯⋯⋯⋯⋯⋯⋯(

，． 二，使 用⋯⋯⋯⋯⋯⋯⋯⋯⋯⋯⋯⋯⋯⋯⋯⋯⋯⋯⋯⋯⋯⋯⋯⋯(

第八章粮油加工⋯⋯⋯⋯⋯⋯⋯⋯⋯⋯⋯⋯⋯⋯⋯⋯⋯⋯⋯⋯，．．⋯⋯⋯⋯⋯(

第一节简 述⋯．t．⋯⋯⋯⋯⋯⋯⋯⋯⋯⋯⋯⋯⋯⋯⋯⋯⋯⋯⋯⋯⋯⋯(

第二节加工工具⋯⋯⋯⋯⋯⋯⋯⋯⋯⋯⋯⋯⋯⋯⋯⋯⋯⋯⋯⋯⋯⋯⋯_(
∥ 一，碾米，制粉⋯⋯⋯⋯⋯⋯⋯⋯⋯⋯⋯⋯⋯⋯⋯⋯⋯⋯⋯⋯⋯⋯⋯(

一 f。 二、榨 油．．．⋯⋯⋯．．t⋯⋯⋯一⋯⋯．．t⋯一．．，⋯⋯．．．⋯⋯tt．⋯⋯⋯(

138)

140)

141 )

142 )

145)

145)

146)

147)

148)

148)

148)

154)

158)

161)

164)

164)

164)

169)

170)

170)

i87)

188)

188)

188)

197>

197)

198)

198)

198)

200)

200)

202)

203)

203)

203)

203)

207)

●

■

t



第三节技术革新⋯⋯⋯⋯⋯⋯⋯⋯⋯t⋯⋯⋯⋯⋯⋯⋯⋯⋯⋯⋯⋯⋯⋯”(209)

一，轻机快碾，三遭出自⋯⋯⋯⋯⋯⋯⋯⋯⋯⋯⋯⋯⋯⋯⋯⋯⋯⋯⋯(209)

二，含糠碾米⋯⋯⋯⋯⋯⋯⋯⋯⋯⋯⋯⋯⋯⋯⋯⋯⋯⋯⋯⋯⋯⋯⋯⋯(209)
一 三，水碾带砻，先砻后碾⋯⋯⋯⋯⋯⋯⋯⋯⋯⋯⋯⋯⋯⋯⋯⋯⋯⋯⋯(209)

四，边筛边碾⋯⋯⋯⋯⋯⋯⋯⋯⋯⋯⋯⋯⋯⋯⋯⋯⋯⋯⋯⋯⋯⋯⋯⋯(210)

五、翻枯复榨⋯⋯⋯⋯⋯⋯⋯⋯⋯⋯⋯⋯⋯⋯⋯⋯⋯⋯⋯⋯⋯⋯⋯⋯(210)

第四节加工企业⋯⋯⋯⋯⋯⋯⋯⋯⋯⋯⋯⋯⋯⋯⋯⋯⋯⋯⋯⋯⋯⋯⋯⋯(210)

一，县粮油加工厂⋯⋯⋯⋯⋯⋯⋯“⋯⋯⋯⋯⋯⋯⋯⋯⋯⋯⋯⋯⋯⋯·(211)

二、粮管所加工企业⋯⋯⋯⋯⋯⋯⋯⋯⋯⋯⋯⋯⋯⋯⋯⋯⋯⋯⋯⋯⋯(217)

． 三、乡镇加工企业⋯⋯⋯⋯⋯⋯⋯⋯⋯⋯⋯⋯⋯⋯⋯⋯⋯⋯⋯⋯⋯⋯(219)

第五节加工管理⋯⋯⋯⋯⋯⋯⋯⋯⋯⋯⋯⋯⋯⋯⋯⋯⋯⋯⋯⋯⋯⋯⋯⋯(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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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西南边疆的高黎贡山南麓，、大盈江缭绕的东岸～腾冲县

城，在这块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摧残的废墟上，建立着一座粮食

局办公基地。这一从事粮油购，销、调、存1四统一”、政企合一

的管理机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肩负着金县人民的粮油

购销工作。县粮食局在中共腾冲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粮油主管

机关的领导下，由于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全体粮食职工的共同努

力，搞好了金县城乡的粮油供应，积极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

务，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j保证军需民食，为腾冲县各项事业

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粮食工作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经历，腾冲县粮

食局的各项工作正是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腾冲县

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末期，由于币制贬值，物价高昂，粮价骤涨，商

人投机取荆，人民生活极不安定。每遇灾年，逃荒度日者比比皆

是，尽管国民政府一再三令五申，规定限价，议价，颁布《非常时

期取缔囤积居奇令》，规定《粮户督售余粮办法》，以及蒋介石手令

颁发《管理粮食治本法令》等等，终无济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腾冲县面临的是国民党政府垮台后丢下的滥摊子，军需民食，

立待筹措，因而建立了粮食机构，从事粮食购销；以稳定市场，平抑

粮价．1953年，中央宣布粮食统购统销，1954年，腾冲实行粮食计

划供应，使有限的商品粮食发挥了最大的作用．1953年支边运粮，

解决边疆人民生活。1961年支黔运粮，支援灾区人民．在具有历史

意义的1978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腾冲县粮食局为英勇作战的前

线部队运送粮食。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粮食

统购统销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障了粮油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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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在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期间，粮食部

镇和农村人民生活的安排，调济余缺，搞好计划用粮、

度过了灾荒，保障了人民生活。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

油始终不间断地保持着供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导下，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

高，全国上下，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我们总

粮油工作的经验教训，编篡《腾冲县粮油志》提供了良

有利条件。县粮食局党总支根据腾冲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有关规

定，决定成立腾冲县粮油志编纂办公室，抽调四位文化，业务素质

较好的老同志负责编纂。参与编纂的同志，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广

征博采，详加考证，秉笔直书，，真实地记载了腾冲县粮油工作的发

展历程，填补了腾冲县粮油志的空白．《腾冲县粮油志》是一部真

实可信的史料，它将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古人云j‘

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我甜1编写这部志书的目的，在于让全县粮食职工了解

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激励广大职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掌

握历史规律，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更好地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忘我的革命热情，去开创粮食工作的

新局面。 ．’ ．
，。

一，我们于1983年底着手编纂这部《腾冲县粮油志》，在编纂过程

中，，办公室的同志们访问了在粮食部门工作过的革命老前辈，老领

导和老工人，在县内和到地区内，省上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档案

材料，先后搜集整理了近80多’万字的资料。从1984年开始编写，经

过三年多的时间，几易其稿，终于写成了这部《腾冲县粮油志》．。

’，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有关单位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

表示感谢。

j 腾冲县粮食局局长 杨维衡

一九八九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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