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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编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

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
‘

求是地记载三明粮食的历史和现状·．一 ，√，I一．，一． ⋯㈡ 一

： ．、二、本志按照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以全市近现代、当代史事
，

’ 为重点，充分地反映粮食的兴衰起伏，沿革变化，并注意突出行业特点

： 和地方特色。 ：， 一．。，’
?

， _．≯j”+i。．-， ，

。、，三、本志的断限，上限不限，根据各章节内苍的实际情况尽量上溯，
i 下限截至1990年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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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机构、官职、地名，均以当时名称记

述。‘ ’_j‘．：；”．7 I|．。+．．’一 ．-：一，、‘，，
ff ‘’’五、本志历史纪年，1949年以前，一般标示朝代、年号、年份，括弧

》 ．内注公元纪年；1949年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㈡： ，⋯‘： ，’■

} 。 六、本志采用专业志体裁，以语体文，记叙体、用第三人称书写·，

七、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均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发
’

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旧制计量单位，一般照实记载。。+‘
k -，

4I’八、本志所用的数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1987

年1月1日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
’-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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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九、本志录用的统计数字，一般以国家统计部门及福建省粮食厅编
? 制的福建省粮油统计资料的数据为准。5 “。‘j--：‘，一：。

一

。’ 十、本志采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j个别需要注释的特定事物，均
乍’ 加以页下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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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粮食关系到国计民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

资料，是不可须臾或缺的“宝中之宝"。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

．温饱、要生存：要发展、都不能不首先解决粮食问题。 、：、”’’

，三明地处闽西北山区，自古以来盛产米谷，是福建的主要产粮区之

一·旧社会，由于政治腐败，生产力水平极低，农业基础十分簿弱，广大

农村交通闭塞，经济萧条，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加上官府横征暴敛，自7 ：

然灾害频繁，广大劳动人民常年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苦不堪 t

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粮 ：

食生产，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

成功，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粮食匮乏的局面。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

势下，中共三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粮丰、林

茂、农村富裕的战略目标。各级党政机关切实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和投

入，始终抓紧粮食生产，使三明的粮食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省17

个商品粮基地中，三明市占8个，其中宁化、建宁县列为全国商品粮基

地县．J7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也取得了

可喜的成就。粮食经济正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o ‘为了全面反映三明粮食购、销、调、存、加工变化的历史和现状，我

们组织编写了这部《三明市粮食志》。经过编写人员的努力，广征博采，

拾遗补阙，并在省粮食厅粮食志编辑室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 、 一

下，两易其稿，完成了这部新专业志。我们希望它能为广大从事粮食工
作的干部职工以及关心粮食问题的人士提供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以 √

起到资政，教育和存史的作用。 。

’， ，

《三明市粮食志》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以及 名

从事多年粮食工作的老同志的关心和指导，在此，我们谨向这些单位和

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 ；

编修社会主义新志书是一项繁浩而艰巨的文化系统工程，在编写 ．，

过程中，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由于三明行政区划变更频繁，资料残缺 ^

不全，加上编撰水平有限，差错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批评指

正。
’

罗起锐‘
199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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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三明地处闽西北山区，历史上开发较迟，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是

福建的主要产粮区之一。过去建宁的“溪米"和“均口糙’’在省城一直享

． ·有盛誉，宁化的河龙谷更是历代封建王朝的贡米·至今，三明一直是粮

食输出的产地，在全省17个商品粮基地县中，三明占有8个，其中宁

化，建宁被列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

， 三明稻谷输出，依历史流向形成几个主要的集散地和转运市场。清

末民初，建宁、泰宁、将乐、顺昌等地流入洋口再转销至延平，夏道、樟湖

板、福州等地食米每年在50万担左右；地处闽赣交界的建宁，历来是赣

米闽盐交换地点、江西的广昌、南丰、黎川等地的食米大多流入建宁，鼎

盛时期每月来建宁运米的船只均在300艘以上·当时赣米闽盐的主要

集散地在溪口，每年连同江西进来的粮食由溪口转运出去的糙米达20

万担左右；清流宁化的米谷一部分依历史流向经馆前运往长汀，每年约

10万余担·这些粮食除一部份供长汀当地消费外，大部份转运至上杭

及粤境，另一部份则经九龙溪用船运至永安销售。 ’：

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沿海被日本侵略军封

锁，外粮输入锐减，造成粮食极度紧张，粮价猛涨。翌年4月，福建省政

府及其附属机构先后104个单位内迁永安，并定永安为临时省会，人口’

流入32000多人，粮食紧张的形势更加严峻。为解燃眉之急，民国省政

府企图强制粮食运销管理，遂于民国29年9月开始推行“粮食公沽制

度’’，强制收购农村余粮，在城市实行“计口授粮"。但是，在推行公沽期

间，粮食问题始终无法解决。粮食收购价格比一般市价低40％左右，农

民多拒绝交售，而当局又向乡村强行借粮，引起农户反对。“计口授粮’’

亦因公沽收购米源不足而致不能维持。“粮食公沽制度"推行没多久就

．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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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

重视粮食问题，但由于解放前长期遭受战争的创伤和国民党的黑暗统

治，所以解放初期粮食生产一时难以恢复和发展，产需矛盾十分尖锐，

市场粮价急剧波动。面对严峻的粮食问题，国家一方面组织恢复和发展

粮食生产，另一方面采取措施，稳定市场、稳定物价。为了掌握足够的粮

源，打击投机势力，控制粮价涨势，加强了公粮征收工作。并于1950年

3月成立了中国粮食公司，各省市县也先后成立了粮食公司，在市场上

积极开展粮食收购工作。1952年各县(市)成立粮食局，把粮食征收、收

购、销售结合起来，统一经营，从而确立了国营粮食商业在市场上的领

导地位。‘
一

、，

一
j。+ ，。’_：‘

●

1953年，国家进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规

模的经济建设·城镇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量越来越大。’这时，社会

上的粮食投机商仍与国营粮食商业争夺粮食市场a『刚刚有所缓和的粮

食局势又趋严重。8月，粮食商业实行专业化。10月统一一征、购、销经

营粮食，并在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各地粮食商业采取了

“大买大卖”的经营措施。尽力满足市场的需求，以稳定市场，促进生产、

安定生活。同时，为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粮食计划收

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改粮食市场自由贸易为国家专营◆为使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化，在农村实行定产、定购和定销政策(简称粮食三

定)。三明各地于1955年结合春耕进行“三定”到乡的试点工作．7月又

进行“三定到户"的试点工作。10月全面铺开。至1956年4月粮食“三

定"工作全面结束。通过粮食“三定”使广大农民做到心中有数，有利于

更好地安排生产和生活，征购的负担以及缺粮户的供应也更趋合理，提

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I‘
j’

，。，· 。_

1958年夏收以后。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秋季

进入高潮，“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大刮浮夸风和共产风，大搞“一大二

公’’、“一平二调"，片面地强调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抽调大批农村劳力大

炼钢铁，对农村社员实行供给制为主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大办公共食
2



堂，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的错误口号，在城镇粮食供应上，放松管理，

给粮食安排造成极大的困难。这一年，全区出现了减购多销的现象。比

1957年少购715．8万公斤，多销2170万公斤。 √

1959年，中共福建省委提出“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的口号，

对粮食征购“插红旗，放卫星”、采取“先下手为强"抓征购，导致了高估

产，高征购错误的继续发展，从而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

性。加上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区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

1959年比1957年减产8787．6万公斤，减产幅度为20％。而当年粮食

收购量比1957年增加7705万公斤，增购幅度为62．8％，征购量占总

产量的56．85％。1960年全市粮食总产降到30866．4万公斤，粮食征购

量虽然减少，但仍占当年总产的39．64％，以致农村缺粮达60％以上，

一些农民因粮食紧缺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病，局部地区还出现了非正

常死亡。为了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排好人民生活，各地根据

国民经济“调整、项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粮食生

产和分配的问题。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实行

“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解散公共食堂；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提高粮

食统购价格，实行粮食超购加价和奖励，统购粮食奖售工业品和收购农

副产品奖售粮食的办法。1963年，着重解决国家和农民的购留比例问

题。从实际出发，提出“增产增购，多留多吃，无灾减产照购少吃，重灾减

产少购少吃”的办法·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让农民休养生息，进一

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逐步恢复，粮食状况逐步好转，

粮食占有量逐步提高，城乡人民用粮普遍得到改善。‘ 。。

一 ，

，，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历时10年。刚刚恢复和发展起

来的国民经济受到全面的冲击和影响。1969年农业生产指导思想上片

面的强调“以粮为纲，备战夺粮’’，排挤了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致使整

个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同时错误地把农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

贸易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加以限制。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刮得

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导致1976年的粮食产量从1975年的73558．5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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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降到70114．5万公斤，减产3444万公斤；征购也由1975年的

17255．5万公斤降到15076万公斤，减少2179．5万公斤。 1|，+

1977年，全党大抓生产，大抓征购，农村粮食形势好转，当年粮食

增产6057．5万公斤，征购增加3363．5万公斤。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粮食生产发生了根本性的转

变。粮食生产迅速发展，长期以来粮食匮乏的局面得到改变。1979年，

为了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经省核定全市调减征购基数2500万公斤，相

应增加2500万公斤超购任务。至1983年粮食连续7年获得丰收，全市

粮食总产达到111718万公斤，人均占有量达到514公斤·粮源充足，农

民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仍积极要求出售余粮·1984年，全市征购

实绩为31873．5万公斤，完成省定包干任务的153．3％，比1980年增

加10707．5万公斤，增加幅度为50．6％。倍分地区因仓库设施不能满

足群众突然大量增多的售粮需求，出现了暂时性的“卖粮难”局面。从而

使一些人产生了“现在粮食多了，福建应该甩掉粮食自给包袱"等错误

思想。以致有些县、市片面地强调发展多种经营，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致

1985、1986年粮食生产出现徘徊局面。1987年，各级政府加强对粮食生

产的领导，粮食生产又开始逐步回升，总产逐年提高。到1990年，全市

粮食总产达到126751万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598．5公斤，创历史

最好水平· ，， ．-‘j‘
‘

，；

’i

1985年4月1日，随着全国粮食形势的好转，中共中央、国务院决

定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省核定三明粮食合同定购任务22500

万公斤。定购的稻谷、小麦按“倒三七”比例收购计价(即30％按统购

价，70％按超购加价)大豆按超购价收购。“
。

同年对省定贫困乡的定购粮食实行价外补贴，每50公斤补贴2

元，1986年改为3．50元。三明市经省定贫困乡17个，定购粮3224万

公斤，价外补贴款225．69万元。为鼓励产粮区多提供商品粮，省规定以

县为单位，按当年购销余额每净调出50公斤商品粮，省财政给予补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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