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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的粮食工作，在建国以来的四十多年中，走过了艰难曲折的
道路，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珍贵的粮食工作历史经验给我们提供了
继续前进的力量，给我们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以启迪。现在，粮食工作
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进程在加
快。显然，粮食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新课题。我
们编写《沭阳县粮食志》旨在使粮食工作者正确运用历史经验，更科
学地开展工作，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沭阳县粮食志》反映了全县广大粮食工作者的共同愿望。
粮食事业的历史还在发展，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粮食工作走过的道路和
取得的经验介绍给当代人和后来人，使每一个有志于粮食事业的人从
中吸取可贵的教益，推动粮食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这也是我们编写
《沭阳县粮食志》的一个主要目的。

《沭阳县粮食志》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为现实服务的
宗旨和重史实的原则，做到不溢美，不掩过，系统地、客观地记述了
沭阳县粮食事业的发展史，是一部内容比较翔实的专业志。它的问
世，是我县广大粮食干部职工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推动我县粮食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积极
作用。

《沭阳县粮食志》的编纂工作是在省市局和县地方志办公室的指
导下，成立了沭阳县粮食志办公室，组成了专门班子来完成的。在编
写过程中，曾广泛地搜集史料，系统地分类，反复地考证，认真地编
纂，并组织原在我县粮食部门工作的老同志座谈，他们为本书的出版
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志的编纂还得到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此一
并表示致谢!

陈儒生
1992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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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宰冰球 凡 例 木冰窄木：Ic

一、本志记事上限至民国元年，必要时适当追溯，下限至1 990年。

二，本志采用志记、图表、摘录等体表述，以志为主。

三，本志所用地名，建国前按本地习惯称呼，建国后一律以标准地名为准。

四，本志所用度量衡单位，均用各时期使用单位记载。

五、本志所记货币，建国前保持原币制名称及单位，建国后以人民币为换算单位。

六、本志历史纪年，当地解放前一般按历史习惯用法，当地解放后则以公历年分编

写。

七、为了因循历史的统计资料，粮油的重量仍以市斤为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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