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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顺儒，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

? 经济形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敖汉旗的粮食工作和全旗

各条战线一样，呈现出令人振奋的新局面。

÷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具有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存史资治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义物
、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敖汉旗粮食志》是敖汉建国以来第一部粮食专业志，她记载全

旗粮食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总结粮食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探索粮食

经济的发展规律，以期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一的作用。

建国以后，敖汉旗的粮食工作，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
●

。

的经历。它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解放战争时期，

为了彻底解放全中国，粮食战线上的广大职工积极组织军粮、马草支

援前线；粮食统购统销时期认真贯彻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促进工

i 农业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保证了粮油合理供应；在1960—1962年
●

‘

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暂时困难时期，粮食部门担负起城乡人民的生
●

。

活安排，组织副食品加工，帮助农(牧)民抗灾渡荒；在十年动乱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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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文化大革命’’时期，粮食战线广大职工对粮食生产、粮食征购，调

运、供应始终未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经济政策得到落

实，为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坚持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

方针，调剂粮食供应品种，积极开展文明经商优质服务活动，活跃了

粮油市场，改善了城乡人民生活。

《敖汉旗粮食志》是敖汉旗粮食战线第一部专业志书，它对于研

究历史，总结经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可供一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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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设概述、大事记、志文、人物附录等共16章40节约20万

字。

二、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敖汉旗粮油购销，．储

运、加工等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上限为1 91 2年，下限至l 985年底，全书以章、节、目三

个层次进行编写，以文为主，附以表、图和照片。

四、根据1 985年前，本旗没有执行公制计量之实际， 本志书一律

采用市制计量单位。

五、本书基本执行1 987年1月国家出版局等7部委《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六、本志的数字基本采用粮食统计数字。

七、本志基本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作出特殊贡献的健在人物，

作了人物简介。对于受旗人民政府以上表奖的设了先进人物表。

S：9％矧Ⅷ埔!a；扩；



概 述

概 述

敖汉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东南部， 地处东经1 1 9。32 7—

1 20。54 7，北纬41。42 7"--43。02 7之间，东与哲里木盟奈曼旗相连，

西与辽宁省建平县及赤峰市郊毗邻，南与辽宁省朝阳市接壤，北以老哈

河为界，与翁牛特旗隔河相望。南北长176公里、东西宽1 22公里，．总

面积8294．14平方公里，土地面积14．8万公顷。人口5 1 3，284人，其中

农业人口489，174人。

敖汉旗地处燕山山地，向松辽平原过渡地带的努鲁尔虎东麓，

南、东南部为低山丘陵区，多为土石山。东部为大黑山次生林区， 西

部为荒山区，山体破碎，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 占全旗总面积的

34％。中部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地瘠薄，占全旗总面积的35％．北部

为浅沙坨沼泽区，地面起伏小，流动半流动沙丘多，土壤为风沙土，

占全旗面积的25％。叫来河、孟克河中下游，老哈河一、 二级台地为

沿河平川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源丰富，是全旗的主要产粮

区，占全旗总面积的7％。

敖汉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5 c。--7 c。之间， 无霜规

130一150天、十年九旱，低温、干旱、风、虫、 雹等自然灾害和复杂

的地形制约着敖汉粮食生产的发展。。．
，

· 清至民国年间，融爷贵族、地主、绅士剥削压迫穷苦农民：————～—～～～～～——一． ，．：，



概 述

他们占有大批牧场、土地，雇用农民耢青扛活或租出土地。 民国七年

(1 91 8)规定农民交纳地亩捐，由地方财政收缴?按．土地摊派，．．以钱谴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算。

康德二坐9州丑始．，堕塑挺多缝鲑韭二义仓犍”，
’

——⋯一’一～～一一一一1-—‘__一一一
实行所谓“义仓积谷更新货付回收办法”。康德五年(1 938)1 1月．伪

满洲国政府颁布了米谷管理法，设粮栈组合，非组合员不得经营粮食。

同年日伪统治者对农民又实行了．“出荷粮”．一，签定农产物出荷引受契

约书，爿农民播种的品种、面积、产量～应纳出荷粮数；完纳时间都作 ．

了严格规定，多方向农民掠夺粮食。

民国三十四年(1 945)抗战胜利，为粉碎国民党内战、巩固民主政

权，敖汉旗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清匪

反霸，筹集粮食物资，支援前线打仗。当年开始征集公粮， 热辽公署

颁布了征收公粮公草办法大纲，规定依据土地收入累进负担公粮， 对

反对土地改革抢粮夺地之恶霸、匪首、奸特严予惩罚。

1947年规定公粮征收分三种办法、按土地纳粮，平地多交、 山地

少交。公粮征收实物以小米为基数，其它粮食物资按比例折合公粮任

务。1 948年在老虎山、敖吉、驿马吐建立了国家粮库， 征收的公粮有

了固定地点保存。J．
·

．

解放以后，国家在粮食上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1 953年中央塞行
●一

，

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 955年-中央又颁布了。粮食统购统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

暂行办法”。对农村粮食实行了“三定’’政策。l 96 7年实行了粮食■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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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定三年征购基数不变的政策，对征购基数做了几次调整， 减轻了农民

‘～：一-—‘—‘‘：二一一?⋯一—。一—“‘‘⋯～～—～一—～～．．-一．．粮食负担。1971年到1 979年粮食实行了一定五年政策，，同时， 再次调

．．．一．!．：．～一。．．L．．一—一一一丫‘‘⋯～’一～～．二一．：二～一减征购基数。1982年又实行了粮食征购、销售．三年包干，1 984年实行了

比例价收购粮食。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同时取消一定五年征购基数，

实行合同定购和比例价收购粮食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 无不为了

适应农业结构的调整、减轻农民粮食负担，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一一一一 ? ·

‘ ’’、‘～～～：一～ 二．．一
随着国家粮食政策的不断完善， 敖汉旗的粮食工作在各级党政的

‘ ，
，

●‘ ’’ ，，
。 一 。

领导下，坚持为工农牧业生产服务；为城市居民生活服务的原则．粮

站由I 948年的3个发展到21个。粮食系统职工也由39人发展到727人，

新惠镇居民过去由粮库门市供应，现在发展成二个专营的粮食供应店，

负责镇内垒万余口入的粮油供应任务。全旗粮食销售量由1 953午的1 41 8

万斤发展到3938万斤。。广大粮食职工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不断提高执行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粮食政策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和改善

服务质量、服务态度·。从1 964年全国掀起竞赛高潮，各粮店、‘站开展

了“对口赛i对手赛i二一称准，一口清”·等基本功活动，’到学雷锋做好

事，．每天坚持对外营业1 2个小时连续工作制；·从1 953年实行统购统销

政策L采取以入定户，以户定量的民主管理。‘．分工种定量管理到推广，

“旅大经验”，实行工种水平包干定点供应政策；．从建国初期的手提

木杆秤、盘秤，．到技术革新达到售粮油机械化半机械化⋯⋯。 无不闪-

现出敖汉旗粮食工作循序发展的坚实脚印。通过几十年的实践、总结

和完善，‘形成了·整套比较科学、。比较完整、。行之有效的供应办法和

管理体制，．基本满足了敖汉旗工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城镇建设、居民

生活的需要。
’

．

·

‘

， ‘-
●

冀



概 述

’

日伪统治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敖汉旗深受其害。 当时旗

内经济落后，市场萧条、物价飞涨，尤其以粮食市场为最。 大小粮商

以冀渔利，从中捣鬼，群众称粮食市场为“鬼市一。+
’

解放后，国家对市场采取了“管而不死、活而不乱肌的原则。粮

食集市贸易是市场交换的主要物资。1945年农业丰收， 农村集市贸易

比较活跃，为稳定粮价， 热辽21军分区设在敖汉的贸易公司进入市场

平抑粮价，深受群众欢迎。 并委托供销合作社按国营牌价在市场收购

粮食。农民之间也可进行一定限额的粮食交换。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

间，粮食集市贸易视为四大自由进行批判，粮食市场全面封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经济政策得到落实。国家有领导有计划

地全面开放了粮食集市贸易， 农民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品种串换和余缺

调剂。粮食部门也参与了市场后动，积陂开展了粮食议购议销工作，

为活跃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主渠道作用，

毛主席提出“藏粮于民，藏富于氏”。几十年来， 粮食系统广大

职工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认真贯彻，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保粮

方针，积极开展了粮油仓绪建没。由民国年间的粮栈组合， 到现在的

粮库、站、店；土房变砖石结构库房，土圆仓变砖圆仓、水泥晾台，

无不凝结着粮食系统广大职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在搞好仓场建没的同时，又深入开展了“四无粮仓”活动。 开始

没有经验，摸索探讨到逐渐深入。十年动乱， 行之有效的保粮措施遭

到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各项制度得到落实，使四无粮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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