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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定县粮食志》的编纂工作，在中共普定县委，县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在县志办全体同志的帮助下，经过修志组全体同志

的认真努力，以忠于史实，秉笔直书的态度，几易其稿，终于完

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粮食志重点记述了普定县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粮食

工作在保障人民生活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不容抹

煞的成绩，同时也记述了不容忽视的挫折和失误。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反映粮食工作的客观规律，其意义是及其深远的。

普定县是一个农业县，又是一个贫困县。建国四十年来，围

绕如何做好粮食工作，为促进普定县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城乡人民

生活的提高，全县广大粮食干部、职工在购销调加和计划、财务

等各个业务环节奋力工作。正确地贯彻执行了中央在各个时期有

关粮食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粮油统购统销政

策执行中，为普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央关于农村经济体

制改革的实施，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油产量大幅度

提高。普定县粮食产量，1984年达6794．5万公斤o J『988一J99D

年，小麦产量连续增产，得到国务院嘉奖o 1990年，油菜籽产

量达800万公斤以上，突破了历史最高记录。但由于人口的增

长，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未超过300公斤。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

1985年，中央将统购政策改为合同定购，普定县执行贵州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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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购政策后，全县粮食收购以历年的1000万公斤左右降到

加D万公斤，基本自求平衡，略有调入。各级党委．．政府加强了

对粮食工作的领导，粮食部门转变了经营观念。在流通领域环

节，除努力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外，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开展

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增强了企业的活力，锻炼了职工的才能，为

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多年的实践证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生产服务，为人

民生活服务"o没有主渠道不稳，保证任何情况下粮食供应的重

大责任，只有国营粮食部门才能承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

深入，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持和发挥国营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

怎样开拓粮食工作的新局面，转换经营机制，搞活粮油企业，学

会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游泳。粮食志中翔实的历史资料，经验和

教训将为我们和后人提供借鉴o

《普定县粮食志》的编辑出版，凝集了全体修志人员的心血

和智慧。他们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记录了几千张卡片，调查

访问了许多在粮食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搜集了许多很有价值的

史实资料。洋今略古，完成了编写任务。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

限，书中难免存在缺点或错误，不足之处，望广大读者批评赐

教。

章元风

1992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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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另I十，政策为准绳，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武器，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

粮食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详今略古。上限自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对需

溯源事物则上溯c；下限至1990年底。附录照片超下限到1992

年o j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照片。用规范语体文记

述o

‘四、本志按粮食工作业务性质分类。横排。全志共十三章四

十六节七十一目。纵述纪年历史和现状的演变。

五、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按年体和记事

本末体相结合。正文章节均用记叙文体，只记史实，不作评述，

寓观点于史料记述之中o

六、历史纪年。解放前用旧纪年，央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所你解放后系措1949年J，月刀日普定解放以

后。

纪年数据除第十二章计划统计使用粮食年度(当年4月1日

至次年3月31日)外，所有章节均使用日历年度。

七、谓称。政区及机关，．均使用当时设置的机构名称。对历

史演变的地名，央注今名o



八、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对表述

性数字则用汉字。

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百分符号用％表示。

旧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

九、计量、货币。

计量、衡器，解放前计量单位按石、斗、升、合、市斤。解

放后按公制单位：公斤、吨。

货币：1949年J，月至1954年4月，人民币单位为万元，

1954年4月以后，把万元改为1元，即今之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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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普定县始建于元泰定五年(公元1368年)，隶普定路。明洪

武十五年置普定卫，隶安顺州。明正统三年隶贵州都司。明崇祯

三年，置定南守棠千户所，隶贵州宣慰司，清康熙十一年，改卫
置县。从元到清，治所设在今安顺，与府同城治理。民国三年

(公元1914年)移置定南o

普定县位于贵州省中部，有黔之腹之称。全境最高海拔

1846米，最低1042米。年平均气温J『5℃o面积1085．38平方公

里，属高原丘陵和高原山地地带。主要公路连接安顺和织金，区

乡公路畅通。南部边沿有滇黔铁路通过。中部峡谷盆地三岔河自

马场、坪上、补郎向东流入平坝县境，境内8区3D个乡镇。有

汉、苗、布依、仡佬等多民族杂居o 1990年底，全县总人口

345052人。耕地面积277788亩。其中水田1 14272亩，早地

163316亩。主要粮食作物有稻谷、玉米、小麦、薯类，油料作

物有菜籽、桐籽o

田赋溯源、始于“禹贡，，，谓之“什一之税"o唐德宗建宗元

年，推行“两税法"，北宋时，实施“募役法"，明世宗穷奢极欲，

赋入不能充岁之本，采用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o清代沿袭明

制，康熙把丁银(人头税)摊入田亩计征。雍正以后，增加了马

馆银、岁用银、灰瓦银、丁差银、田租银、火耗，轮隆时期的平

余，道光年间的漕折，光绪年间的米耗、耗羡等附加税额。

民国时期，普定农村的田土税统称田赋。民国三十年以前。

田赋征银，以后改征实物。由于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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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实军需，维持政权，每年向农民征收公粮和附加县粮外，还

向农民购借大批军粮。每遇灾荒，政府征收少有减免，农民纳粮

以后，所余无几，负担沉重占

普定解放时，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有"公斤。当时土匪猖

獗，到处抢粮，人民政权面临严峻的粮食形势，为保证军政需．

要，组成武工队开展剿匪征粮，并建立粮食经营组经营粮食，稳

定了人心o

1951年，粮食征收实行查田评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的

合理负担政策，暂缓了粮食紧张状况o

1952年，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以后，为发展农业生产，解决

粮食问题，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同时将粮食商品逐步纳入国

家计划经济轨道。粮食部门具有政企合一的特点o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粮食购·销价格实行统一领导，

计划管理。普定县统一安排公余粮任务，对城镇居民实行以人定

量。农村实行评缺定销o

1955年，普定县在农村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产、

购一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定销一年一评。粮食“三定”以

后，农民粮食负担趋于合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了粮

食统购统销的成果o

J『958一J962年，由于指导思想错误，掀起了大跃进高潮，

普定农村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一平二调风，浮夸风、强迫命令

风，瞎指挥风，农村办起集体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在大跃进

的冲击下，普定县农村各级组织虚报浮夸产量，形成高估产，高

征购，接着对农村实行粮食大返销。大跃进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

规律，使粮食工作困扰，产生了不幸后果o

，962一J『9酊年，中共普定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总结了左

倾急燥冒进的教训，纠正了“五风”错误，粮食征购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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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了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农业生产又稳步发展o

1966—197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普定县广大农民坚定社

会主义信念，完成了国家公余粮任务o ·

‘J972年，普定县认真执行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一调

拨，统一库存管理制度，对农村缺粮做好评缺供应，安排好缺粮

农民生活，解决了贫困地区之间的余缺调剂o

J9刀年到J『9殆年，普定县改变了同一生产队又购又销的失

误。对农村实行增产增购，重灾减购，坚持不购过头粮，让农民

休养生息，发展生产o

J9嬲年一J『984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
产积极性高涨，社会储粮增多，城乡粮油商品繁荣，农贸市场活

跃o 1984年农业产量创历史最好水平o

1985年，普定县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后，征购任

务难于完成o

1987年，为保证国家充裕的粮食库存，普定县又将合同定

购改为国家定购，‘完成了征购任务o

1988年，城市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粮食部门机制的转变，

形成了以粮食部门为主渠道的多种经济并存的格局。市场竞争激

烈。由于商品经济的过热，普定县粮食库存紧张，粮价暴涨，经

过治理整顿，粮油工作在稳定粮价，保障供给方面，仍取得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为做好粮食工作，保障供

给，党和政府根据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状况，慎重地调整粮油购销

价格，从1961年起，为增加农民收入，使购价大于销价，形成

政策性亏损。到1990年底止，国家直接拨补普定县的亏损总额

达1227万元，粮油加价款1539万元，提价补贴。，J8万元。对国

家经济建设，社会安定和扶持农业生产，·稳定市场物价起了重要

一7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