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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民以食为天。粮食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风貌，而且

也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

新中国成立41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榆中县粮食战

线的广大职工以“金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牢固树立政治、生产、群众三大观点，在发展

榆中经济，做好粮食工作方面，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为了保存历史资

料，留下奋斗者的足迹，以激励、教育新一代，同时也为了给各级领导

提供央策的依据，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榆中县粮食局于1990年4

月成立了粮食志编纂小组，开始了《榆中县粮食志》的编纂工作。1 990

年底完成初稿，尔后进行反复修改，于1991年9月定稿。

为编好榆中县第一部粮食志，修志人员先后查阅了甘肃省档案馆、

甘肃省图书馆、定西士立区档案馆、榆中县档案馆、本局’档案室等处的档

案、文书l 500余卷，从中复印、摘抄200余万字的文字资料；走访了许

多老领导，老“粮食，，，获得了大量的口碑资料，从而使整个修志工作

一开始就建立在翔实，可靠的资料之上。初稿完成后，修志人员本着实

事求是、资料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对志稿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核

实工作，使这部志书具备了较高的质量。《榆中县粮食志》分1 o Z=34

节，共1 3万宇。它采用志、记、图、录、表，述等多种文体横分门类

后，纵述了榆中县粮食工作的史实．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榆中人民素有盛世修志的良好

风尚，此前虽曾出现过五种旧体志书，但单独纂修粮食志尚无前例．这

】



次修志人员克服了资料断档不金、经验不足、时间仓促等多种困难，如

期完成了《榆中县粮食志》的编纂，确实难能可贵，可喜可贺!

鉴于修志者个人水平所限，加之资料匮乏，志书中尚有疏漏不当之

处，恳请专家、学者以及知情人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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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断限。本志上限从明朝崇祯十三年(公元1 640年)始，下限至

1990年底。

二 文体。本志采用志、记、图、录、表等体，采用语体文记述。

三 篇目。本志横分纵写、按类设章，按章定节，按节定目，分条围

绕重点叙写。其序码为“第一章，，、材第一节"、 “一’’、 “(一)”、

“1，，、“(1)"和“①”。

四 纪年。按当时通用计法，并在括号内注公元纪年。

五 称谓。本志所称“解放后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系

指l 949年1 o月1日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系指1 978年1 2月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搿全县一、 “本县"、

“县政府"等用语皆指榆中县。 “县粮食局”，“本局"等指榆中县粮

食商。 ．

。

六 度量衡和货币单位。1 951年以前，计量单位用“石”，“石”

有官方，民间之分，本志第二章“1石=l 50斤”，第九章“1石----1 500

斤，，。以后用公斤。货币单位1 955年3月以前用旧币，以后用人民币，

即l 0000元(旧币)等于1元(人民币)。

七 文字和标点符号。按规定使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

门1986年lo月10日经过调整后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

和规定的标点符号。 ．

八 数据。除粮油购销调使用粮食年度(当年4月1日至次年3

月31日)外，其余数据均使用日历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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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榆中县具有悠久的历史，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 14年)置县，

距今已两千多年。

榆中县位于甘肃省中部，东邻定西、会宁两县，西与七里河区、城

关区毗邻，西南与临洮县交界，北隔黄河与皋兰县水川相望，东北与靖

远、会宁两县接壤。介于东经103。50 7至j04。34 7，北纬35。34 7至36。26
7

之间。全县略似长方形，南北长92公里，东西宽54公里，总面积3301．64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ll 1．94万亩(水地29．98万亩，旱地81．96万

亩)。全县为黄土丘陵沟壑区，海拔在1430米(青城乡东滩)～3670米

(马唧山主峰)之间。年平均降雨量350毫米左右。是个沟壑纵横、土

地脊薄、干旱缺雨、灾害频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穷困地区。粮食及

经济作物主要有小麦、豆类、玉米、糜、谷、荞麦、油料、洋芋、蔬

t菜、瓜果、烟叶、药材、甜菜等。截止1 990年底，全县共有28个乡

(镇)、269个村民委员会、I 574个村民小组，总人I：／402498人，其中农

业人口381 704人，城镇人口20794人，有汉、回、满、蒙、藏、壮．苗、

东乡．撒拉，朝鲜、维吾尔，土家、土族等l 3个民族。

榆中县粮食局座落在县城兴隆路，局机关设人秘、购销、储运、财

会、统计、议价、饲料7股。下设2厂(面粉厂、饲料厂)，1库(许

家台粮库)、8所(城关、高崖、甘草、夏官营、定远、贡井、上花、

青城粮管所)、9站(银山、新营，韦营、金崖、来紫堡、和平、中连

川、哈岘、园子粮站)，截至1990年，全系统共有职：Y_41 2入，年工资

总额82．46万元，总经营量l 7万吨，平均库存粮油4．9万吨，有流动资

l



金328．82{元，固定资产849．35万元。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千百年来，历代王朝为了巩固其政

权，都十分重视农桑耕种，采取了很多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但由于生

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低，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人民生活没有保

障。

田赋制度，历史悠久。自夏商进入奴隶社会，实行农耕以来，就产

生了赋溉制度(田赋为大宗)，距今已有四千年的历史。历代或征实

物，或课役力，或按亩计征，或按丁课税，或丁、地各半，或分项征

纳，或统算合一，各有差异。榆中田赋沿至清代，分地丁、粮石、草束三

项。到民国时期，政府对田赋的征收，除正额之外，另有“附加税黟。

． 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榆中县很早就出现了粮行(民间叫斗行)，

分布在县城，新营、甘草、金崖，贡井等市场，据民E32年统计，榆中

斗行达72家。与此同时粮油加工规模也不断在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到十分重

要的位置，彻底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大力解放生产力，焕发了农民生产

粮食的积极性，到1956年，全县总产量达多17270万公斤，比1949年的

667．5Z公斤增加了1 72．54％，人均占有粮食由1949年的2 1 3公斤增加

到432公斤。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

系列政策，在农村推行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土地承包责任制，调整了农产

品收购价格放宽了对集市贸易的不适当限制，调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

物之间的比例等，使榆中县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1983年全县粮食总

产达1 0888．5万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

40年来，榆中县的粮食管理工作也步入正轨，取得了很大成绩，主

要表现：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