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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地方志丛书之三十Ao

遂宁市粮油志
(1 9 9 6—2 0 0 5)

遂宁市粮食局编



《遂宁市粮油志》编审机构、人员

一、《遂宁市粮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蒋晓华

历任副主任：刘志前、蒋兴国、向莉、蒋萍、陈祚、林波

历任成员：罗惠平、杜云信、唐绍华、付和平、熊定金、全再学、

廖吉祥、冯均、江贵凡、李华、张智谋、杨伯平

二、《遂宁市粮油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蒋兴国

副 组长：杜云信、唐绍华

成 员：付和平、熊定金、廖吉祥、全再学、冯均

三、《遂宁市粮油志》编纂办公室

主 任：杜云信

主 编：蒋兴国

历任副主编：罗惠平、江贵凡、杨伯平

责任编辑：江贵凡张智谋李华

四、《遂宁市粮油志》审改

蒋兴国、陈祚、林波、罗惠平、杜云信、付和平、熊定金、

全再学、廖吉祥、冯均、杨伯平

五、总纂：蒋晓华唐波

六、校对：序、凡例、概述、大事记、编后记。(责任领导：陈祚责

任科室：办公室)



第一章粮油机构、组织，第十三章人事、劳资、福利(责任

领导：林波责任科室：人事教育科)

第二章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第四章粮食收购，第五章粮食销售，

第六章植物油料(脂)购销，第七章粮油价格，第十章粮油计划与统

计(责任领导：陈祚责任科室：调空管理科)

第三章粮油产业化，第八章粮油加工业，第九章粮油仓储。

(责任领导：蒋兴国责任科室：产业仓储科)

第十二章粮食政执法(责任领导：蒋兴国责任科室：行政执

法科)

第十一章财务审计(责任领导：蒋晓华责任科室：财务审计

科)

第十四章党建工作(责任领导：林波责任科室：监察室)



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白美清视襄我市粮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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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粮食局办公大楼

遂宁国家粮食储备库 遂宁仁里国家粮食储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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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资政育人，鉴古观今，彰往显未。《遂宁市粮油志》(1996年一2005#)历时两年

多，数易其稿，从起草到通过审定，应该说是遂宁市粮食系统、粮食行业的—件大事，也是粮食系

统、粮食行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

《遂宁市粮油志》—书真实客观地记录了我市粮食部门从199岱足醣噼十年间，认真贯彻国家
粮食大政方针，结合遂宁实际，不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粮食事业发展步伐的基本思路、主

要做法；展示了我市粮食部门开创粮食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基本经验；是对我市

粮食工作者在实践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探索创新，拼搏奉献的历史再现；是一部了解研究粮食工

作，究事论理，求计决策的历史资料。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浪花一朵，短短一瞬。但这十年，遂宁粮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却

如同一部壮丽的史诗，气势恢宏。十年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着力创新体制机

制；当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春潮”还在坚冰下涌动的时候，遂宁市粮食工作者却解放思想，

敢为人先，在中央和省上还未全面部署前就率先拉开。通过“两放开”，即放开粮食收购价格，放

开粮食收购市场； “一调整”，即调整粮食补贴方法， “一加强”，即加强宏观调控，确保粮食安

全； “一深化”，即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机制，组建政策性粮

食管理公司，组建国有控股粮食经营公司。对粮食购销企业历史遗留的“三老问题”(老人、老

粮、老账)实行三个百分百了断，即老人工龄买断、老粮卖断、老账划断。最后达到既整合了资

源，减轻了包袱，激活了机制，又保留了政府调控粮食市场的手段和载体的改革目的。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初断臂求生式的阵痛成就了如今粮食经济发展的跨越。我市粮

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后，形成了以国有粮库和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为主体，以粮食加工龙头企

业为支撑，以多种经济成分的收购、批发、零售企业为补充的粮食流通新格局，经受住了近年来粮

食价格大起大落、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的考验。2008年五月以来，遂宁市调出中央储备粮2．4万吨发

往汶川灾区，争取中央下拨地方救灾粮5300余．吨，供应全市受灾户。由于调控有力，储备粮应急供

应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不但支持了灾区的军民用粮，而且确保了本地市场的供应与稳定。我市粮

改在全国、全省粮食主产市率先拉开、突破，为全省粮改工作提供了新经验，得到了省、市党委、

政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市粮食局被省人事厅、财政厅和省粮食局评为全省粮改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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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我有幸参加了北京召开的全国“十一五”期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总结暨表彰大

会，被国家人事部、国家粮食局授予全国粮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

的接见。“十二五”期间市粮食局被评为全国粮食系统先进集体。这是我对遂宁市粮食工作及党和

人民的历史交代!

“但得苍生俱温饱”是中国人民几千年追求的幸福境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前，历朝历

代主政者一直为解决民众温饱而努力、而抗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坚持改

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与时俱进的探索和奋斗中才能实现温饱并进入小康

社会。十年来，遂宁市粮食工作正确把握和认真执行了“贯彻中央政策不走样，紧抓粮食安全不

放松，推进流通改革不停步”的大局要求，通过狠抓收购保护了种粮农民利益，稳定销售保证了

口粮安全，建立储备平抑了粮价波动，产业发展促进了粮食的加工和转化，机制仓4新焕发了行业

生机与活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后，实现连续6年汇总盈利，遂宁川渝粮食物流中心和射洪粮食物

流园区在全省率先拉开建设，全市粮食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和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市粮食局连

续6年获得省粮食局年度综合考核一等奖。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粮食系统干部职工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结果，是市委、市府及省粮食局强力领导

和支持的结果，是各有关部门大力配合支持的结果，更是数干名粮食干部职工理解配合、无私奉

献、艰苦奋斗的结果。今天，站在历史发展新的起点，改革大潮助推着遂宁粮食工作向着建立现

代粮食流通体系的新目标开拓前进，促进遂宁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工业强市”的

转变。 ．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

全局，大意不得、马虎不得、放松不得”。全市粮食系统和粮食行业干部职工鼬I谘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围绕“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新遂宁”的工作主题和“打造成渝活力之心，建设现

代产业高地”的目标定位，团结一心，求真务实，扎实工作，激情奉献。为构建文明、富裕、和谐的

新遂宁作出粮食部门应有的贡献。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值此《遂宁市粮油志》定稿付印之际。我谨代表市

粮食局向所有指导、帮助、参与编纂该志书的各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希望全市

粮食系统干部职工认真读史。进一步了解遂宁粮食工作的历史，温故知新，解放思想，开拓创

新，在锐意进取中迎来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遂宁市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蒋晓华

二。一。年十二月



9：●=_——————————————————————————1—一遂宁市粮油志目录 I萱堕鱼叠婴釜塑：堑

目 录

凡例⋯⋯⋯⋯⋯⋯⋯⋯⋯⋯⋯⋯⋯⋯⋯⋯⋯⋯⋯⋯⋯⋯⋯⋯⋯⋯⋯⋯⋯⋯⋯⋯⋯⋯⋯1

概述⋯⋯⋯⋯⋯⋯⋯⋯⋯⋯⋯⋯⋯⋯⋯⋯⋯⋯⋯⋯⋯⋯⋯⋯⋯⋯⋯⋯⋯⋯⋯⋯⋯⋯⋯2

大事记⋯⋯⋯⋯⋯⋯⋯⋯⋯⋯⋯⋯⋯⋯⋯⋯⋯⋯⋯⋯⋯⋯⋯⋯⋯⋯⋯⋯⋯⋯⋯⋯⋯⋯6

第一章粮油机构、组织

第一节行政管理机构⋯⋯⋯⋯⋯⋯O aI 6．．．．q⋯⋯⋯⋯⋯⋯⋯⋯⋯⋯⋯⋯⋯⋯⋯26

一、遂宁市粮食局⋯⋯⋯⋯⋯⋯⋯⋯⋯⋯⋯⋯⋯⋯⋯⋯⋯⋯⋯⋯⋯⋯⋯⋯⋯⋯⋯26

二、县粮食行政机构⋯⋯⋯⋯⋯⋯⋯⋯⋯⋯⋯⋯⋯⋯⋯⋯⋯⋯⋯⋯⋯⋯⋯⋯⋯⋯27

第二节粮食企业机构⋯⋯⋯⋯⋯⋯⋯⋯⋯⋯⋯⋯⋯⋯⋯⋯⋯⋯⋯⋯⋯⋯⋯⋯⋯⋯⋯29

一、遂宁市粮油企业集团公司⋯⋯⋯⋯⋯⋯⋯⋯⋯⋯⋯⋯⋯⋯⋯⋯⋯⋯⋯⋯⋯⋯29

二、遂宁市粮食局(遂宁市粮油企业集团公司)直属企业⋯⋯⋯⋯⋯⋯⋯⋯⋯⋯30

第三节事业单位⋯⋯⋯⋯⋯⋯⋯⋯⋯⋯⋯⋯⋯⋯⋯⋯⋯⋯⋯⋯⋯⋯⋯⋯⋯⋯⋯⋯⋯33

第四节党群组织⋯⋯⋯⋯⋯⋯⋯⋯⋯⋯⋯⋯⋯⋯⋯⋯⋯⋯⋯⋯⋯⋯⋯⋯⋯⋯⋯⋯⋯34

一、遂宁市粮食局党组织⋯⋯⋯⋯⋯⋯⋯⋯⋯⋯⋯⋯⋯⋯⋯⋯⋯⋯⋯⋯⋯⋯⋯⋯34

(一)遂宁市粮食局党组织⋯⋯⋯⋯⋯⋯⋯⋯⋯⋯⋯⋯⋯⋯⋯⋯⋯⋯⋯⋯⋯⋯⋯34

(二)各县粮食局党组织⋯⋯⋯⋯⋯⋯⋯⋯⋯⋯⋯⋯⋯⋯⋯⋯⋯⋯⋯⋯⋯⋯⋯⋯35

二、青年团组织⋯⋯⋯⋯⋯⋯⋯⋯⋯⋯⋯⋯⋯⋯⋯⋯⋯⋯⋯⋯⋯⋯⋯⋯⋯⋯⋯⋯36

三、工会组织⋯⋯⋯⋯⋯⋯⋯⋯⋯⋯⋯⋯⋯⋯⋯⋯⋯⋯⋯⋯⋯⋯⋯⋯⋯⋯⋯⋯⋯36

四、学会、协会组织⋯⋯⋯⋯⋯⋯⋯⋯⋯⋯⋯⋯⋯⋯⋯⋯⋯⋯⋯⋯⋯⋯⋯⋯⋯⋯36

第二章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第一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66

第二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历程⋯⋯⋯⋯⋯⋯⋯⋯⋯⋯⋯⋯⋯⋯⋯⋯⋯⋯⋯⋯⋯⋯⋯70

一、实行粮食合同制度改革⋯⋯⋯⋯⋯⋯⋯⋯⋯⋯⋯⋯⋯⋯⋯⋯⋯⋯⋯⋯⋯⋯⋯70

二、实行粮食“双轨”运行机制改革⋯⋯⋯⋯⋯⋯⋯⋯⋯⋯⋯⋯⋯⋯⋯⋯⋯⋯⋯71



耋墅盥塑壹二二丁-————————————————百警
三、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改革⋯⋯⋯⋯⋯⋯⋯⋯⋯⋯⋯⋯⋯⋯⋯⋯⋯⋯72

四、实行两条线运行机制改革⋯⋯⋯⋯⋯⋯⋯⋯⋯⋯⋯⋯⋯⋯⋯⋯⋯⋯⋯⋯⋯74

五、实行四公开一完善改革⋯⋯⋯⋯⋯⋯⋯⋯⋯⋯⋯⋯⋯⋯⋯⋯⋯⋯⋯⋯⋯⋯75

六、实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76

七、实行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改革⋯⋯⋯⋯⋯⋯⋯⋯⋯79

八、实行粮食直接补贴改革⋯⋯⋯⋯⋯⋯⋯⋯⋯⋯⋯⋯⋯⋯⋯⋯⋯⋯⋯⋯⋯⋯80

九、实行粮食经营市场化改革⋯⋯⋯⋯⋯⋯⋯⋯⋯⋯⋯⋯⋯⋯⋯⋯⋯⋯⋯⋯⋯81

第三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效⋯⋯⋯⋯⋯⋯⋯⋯⋯⋯⋯⋯⋯⋯⋯⋯⋯⋯⋯⋯⋯一82

第三章粮油产业化

第一节粮油产业化的形成⋯⋯⋯⋯⋯⋯⋯⋯⋯⋯⋯⋯⋯⋯⋯⋯⋯⋯⋯⋯⋯⋯⋯⋯84

第二节开发优质粮油⋯⋯⋯⋯⋯⋯⋯⋯⋯⋯⋯⋯⋯⋯⋯⋯⋯⋯⋯⋯⋯⋯⋯⋯⋯⋯85

第三节发展龙头企业⋯⋯⋯⋯⋯⋯⋯⋯⋯⋯⋯⋯⋯⋯⋯⋯⋯⋯⋯⋯⋯⋯⋯⋯⋯⋯89

第四节打造知名品牌⋯⋯⋯⋯⋯⋯⋯⋯⋯⋯⋯⋯⋯⋯⋯⋯⋯⋯⋯⋯⋯⋯⋯⋯⋯⋯90

第四章粮食收购

第一节合同定购⋯⋯⋯⋯⋯⋯⋯⋯⋯⋯⋯⋯⋯⋯⋯⋯⋯⋯⋯⋯⋯⋯⋯⋯⋯⋯⋯⋯93

第二节定购与保护价收购⋯⋯⋯⋯⋯⋯⋯⋯⋯⋯⋯⋯⋯⋯⋯⋯⋯⋯⋯⋯⋯⋯⋯⋯94

第三节市场收购⋯⋯⋯⋯⋯⋯⋯⋯⋯⋯⋯⋯⋯⋯⋯⋯⋯⋯⋯⋯⋯⋯⋯⋯⋯⋯⋯⋯99

第五章粮食销售

第一节顺价销售⋯⋯⋯⋯⋯⋯⋯⋯⋯⋯⋯⋯⋯⋯⋯⋯⋯⋯⋯⋯⋯⋯⋯⋯⋯⋯⋯⋯104

一、安排生活，确保社会稳定⋯⋯⋯⋯⋯⋯⋯⋯⋯⋯⋯⋯⋯⋯⋯⋯⋯⋯⋯⋯⋯104

二、适时抛售，确保市场需求⋯⋯⋯⋯⋯⋯⋯⋯⋯⋯⋯⋯⋯⋯⋯⋯⋯⋯⋯⋯⋯105

三、主导市场，不降价销售⋯⋯⋯⋯⋯⋯⋯⋯⋯⋯⋯⋯⋯⋯⋯⋯⋯⋯⋯⋯⋯⋯107

第二节市价销售⋯⋯⋯⋯⋯⋯⋯⋯⋯⋯⋯⋯⋯⋯⋯⋯⋯⋯⋯⋯⋯⋯⋯⋯⋯⋯⋯⋯113

第三节退耕还林粮食销售⋯⋯⋯⋯⋯⋯⋯⋯⋯⋯⋯⋯⋯⋯⋯⋯⋯⋯⋯⋯⋯⋯⋯⋯117

第四节军粮供应⋯⋯⋯⋯⋯⋯⋯⋯⋯⋯⋯⋯⋯⋯⋯⋯⋯⋯⋯⋯⋯⋯⋯⋯⋯⋯⋯⋯123

第五节陈化粮销售⋯⋯⋯⋯⋯⋯⋯⋯⋯⋯⋯⋯⋯⋯⋯⋯⋯⋯⋯⋯⋯⋯⋯⋯⋯⋯⋯128

第六童植物油料(脂)购销

第一节油菜籽(油)收购⋯⋯⋯⋯⋯⋯⋯⋯⋯⋯⋯⋯⋯⋯⋯⋯⋯⋯⋯⋯⋯⋯⋯⋯131



q；I—f——————————————————————————广一遂宁市粮油志目景 I器五擞蕊儡需

第二节菜籽油(料)销售⋯⋯⋯⋯⋯⋯⋯⋯⋯⋯⋯⋯⋯⋯⋯⋯⋯⋯⋯⋯⋯⋯⋯⋯133

第三节花生购销g Oi bilSi⋯⋯⋯⋯⋯⋯⋯⋯⋯⋯⋯⋯⋯⋯⋯⋯⋯⋯⋯⋯⋯⋯⋯⋯135

第四节芝麻购销⋯⋯⋯⋯⋯··O·Q OI Ol
mili O⋯⋯⋯⋯⋯⋯⋯⋯⋯⋯⋯⋯⋯⋯⋯⋯⋯135

第五节棉籽购销⋯⋯⋯⋯⋯⋯⋯⋯⋯⋯⋯⋯⋯⋯⋯⋯⋯⋯⋯⋯⋯⋯⋯⋯⋯⋯⋯⋯136

第六节非食用料(脂)购销⋯⋯⋯⋯⋯⋯⋯⋯⋯⋯⋯⋯⋯⋯⋯⋯⋯⋯⋯⋯⋯⋯⋯136

第七章粮油价格

第一节粮价管理⋯⋯⋯⋯⋯⋯⋯⋯⋯⋯⋯⋯⋯⋯⋯⋯⋯⋯⋯⋯⋯⋯⋯⋯⋯⋯⋯⋯137

一、管理体制⋯⋯⋯⋯⋯⋯⋯⋯⋯⋯⋯⋯⋯⋯⋯⋯⋯⋯⋯⋯⋯⋯⋯⋯⋯⋯⋯⋯137

二、价格管理⋯⋯⋯⋯⋯⋯⋯⋯⋯⋯⋯⋯⋯⋯⋯⋯⋯⋯⋯⋯⋯⋯⋯⋯⋯⋯⋯⋯138

第二节粮食收购价格⋯⋯⋯⋯⋯⋯⋯⋯⋯⋯⋯⋯⋯⋯⋯⋯⋯⋯⋯⋯⋯⋯⋯⋯⋯⋯138

一、实行定购价收购粮食政策⋯⋯⋯⋯⋯⋯⋯⋯⋯⋯⋯⋯⋯⋯⋯⋯⋯⋯⋯⋯⋯138

二、实行订购价与保护价收购政策⋯⋯⋯⋯⋯⋯⋯⋯⋯⋯⋯⋯⋯⋯⋯⋯⋯⋯⋯139

第三节粮食销售价格⋯⋯⋯⋯⋯⋯⋯⋯⋯⋯⋯⋯⋯⋯⋯⋯⋯⋯⋯⋯⋯⋯⋯⋯⋯⋯150

第四节油料(脂)价格⋯⋯⋯⋯⋯⋯⋯⋯⋯⋯⋯⋯⋯⋯⋯⋯⋯⋯⋯⋯⋯⋯⋯⋯⋯153

一、油菜籽收购价格⋯⋯⋯⋯⋯⋯⋯⋯⋯⋯⋯⋯⋯⋯⋯⋯⋯⋯⋯⋯⋯⋯⋯⋯⋯153

二、花生(油)购销价格⋯⋯⋯⋯⋯⋯⋯⋯⋯⋯⋯⋯⋯⋯⋯⋯⋯⋯⋯⋯⋯⋯⋯155

三、芝麻(油)购销价格⋯⋯⋯⋯⋯⋯⋯⋯⋯⋯⋯⋯⋯⋯⋯⋯⋯⋯⋯⋯⋯⋯⋯155

第八章粮油加工业

第一节粮油工业基本情况⋯⋯⋯⋯⋯⋯⋯⋯⋯⋯⋯⋯⋯⋯⋯⋯⋯⋯⋯⋯⋯⋯⋯⋯156

第二节大米加工业⋯⋯⋯⋯⋯⋯⋯⋯⋯⋯⋯⋯⋯⋯⋯⋯⋯⋯⋯⋯⋯⋯⋯⋯⋯⋯⋯158

第三节制粉加工业⋯⋯⋯⋯⋯⋯⋯⋯⋯⋯⋯⋯⋯⋯⋯⋯⋯⋯⋯⋯⋯⋯⋯⋯⋯⋯⋯159

第四节油料加工业⋯⋯⋯⋯⋯⋯⋯⋯⋯⋯⋯⋯⋯⋯⋯⋯⋯⋯⋯⋯⋯⋯⋯⋯⋯⋯⋯162

第五节饲料加工业⋯⋯⋯⋯⋯⋯⋯⋯⋯⋯⋯⋯⋯⋯⋯⋯⋯⋯⋯⋯⋯⋯⋯⋯⋯⋯⋯165

第六节名优产品⋯⋯⋯⋯⋯⋯⋯一D Qi一⋯⋯⋯⋯⋯⋯⋯⋯⋯⋯⋯⋯⋯⋯⋯⋯⋯⋯·166

第九章粮油仓储

第一节仓储设施⋯⋯⋯⋯⋯⋯⋯⋯⋯⋯⋯⋯⋯⋯⋯⋯⋯⋯⋯⋯⋯⋯⋯⋯⋯⋯⋯⋯168

一、粮油仓库⋯⋯⋯⋯⋯⋯⋯⋯⋯⋯⋯⋯⋯⋯⋯⋯⋯⋯⋯⋯⋯⋯⋯⋯⋯⋯⋯⋯168

二、油罐⋯⋯⋯⋯⋯⋯⋯⋯⋯⋯⋯⋯⋯⋯⋯⋯⋯⋯⋯⋯⋯⋯⋯⋯⋯⋯⋯⋯⋯⋯170



麴塑壹二二]_————————————————霄
三、粮油仓储机械设备⋯⋯⋯⋯⋯⋯⋯⋯⋯⋯⋯⋯⋯⋯⋯⋯⋯⋯⋯⋯⋯⋯⋯⋯172

第二节粮油入库与检验⋯⋯⋯⋯⋯⋯⋯⋯⋯⋯⋯⋯⋯⋯⋯⋯⋯⋯⋯⋯⋯⋯⋯⋯⋯172

一、粮油入库⋯⋯⋯⋯⋯⋯⋯⋯⋯⋯⋯⋯⋯⋯⋯⋯⋯⋯⋯⋯⋯⋯⋯⋯⋯⋯⋯⋯172

二、粮油检验⋯⋯⋯⋯⋯⋯⋯⋯⋯⋯⋯⋯⋯⋯⋯⋯⋯⋯⋯⋯⋯⋯⋯⋯⋯⋯⋯⋯173

(一)质量标准⋯⋯⋯⋯⋯⋯⋯⋯⋯⋯⋯⋯⋯⋯⋯⋯⋯⋯⋯⋯⋯⋯⋯⋯⋯⋯⋯173

(二)检验机构⋯⋯⋯⋯⋯⋯⋯⋯⋯⋯⋯⋯⋯⋯⋯⋯⋯⋯⋯⋯⋯⋯⋯⋯⋯⋯⋯175

(三)检验方法⋯⋯⋯⋯⋯⋯⋯⋯⋯⋯⋯⋯⋯⋯⋯⋯⋯⋯⋯⋯⋯⋯⋯⋯⋯⋯⋯176

第三节储藏防治⋯⋯⋯⋯⋯⋯⋯⋯⋯⋯⋯⋯⋯⋯⋯⋯⋯⋯⋯⋯⋯⋯⋯⋯⋯⋯⋯⋯176

一、储粮虫害⋯⋯⋯⋯⋯⋯⋯⋯⋯⋯⋯⋯⋯⋯⋯⋯⋯⋯⋯⋯⋯⋯⋯⋯⋯⋯⋯⋯176

二、储粮害虫防治⋯⋯⋯⋯⋯⋯⋯⋯⋯⋯⋯⋯⋯⋯⋯⋯⋯⋯⋯⋯⋯⋯⋯-⋯⋯··177

三、四无粮仓(油库)⋯⋯⋯⋯⋯⋯⋯⋯⋯⋯⋯⋯⋯⋯⋯⋯⋯⋯⋯⋯⋯⋯⋯⋯179

四、仓储管理⋯⋯⋯⋯⋯⋯⋯⋯⋯⋯⋯⋯⋯⋯⋯⋯⋯⋯⋯⋯⋯⋯⋯⋯⋯⋯⋯⋯185

(一)实行粮油仓储目标管理⋯⋯⋯⋯⋯⋯⋯⋯⋯⋯⋯⋯⋯⋯⋯⋯⋯⋯⋯⋯⋯185

(二)建立仓储粮油实物管理⋯⋯⋯⋯⋯⋯⋯⋯⋯⋯⋯⋯⋯⋯⋯⋯⋯⋯⋯⋯⋯185

(三)仓储工作规范管理⋯⋯⋯⋯⋯⋯⋯⋯⋯⋯⋯⋯⋯⋯⋯⋯⋯⋯⋯⋯⋯⋯⋯186

第四节粮油调拨⋯⋯⋯⋯⋯⋯⋯⋯⋯⋯⋯⋯⋯⋯⋯⋯⋯⋯⋯⋯⋯⋯⋯⋯⋯⋯⋯⋯187

第五节粮食储备⋯⋯⋯⋯⋯⋯⋯⋯⋯⋯⋯⋯⋯⋯⋯⋯⋯⋯⋯⋯⋯⋯⋯⋯⋯⋯⋯⋯189

一、中央粮油储备⋯⋯⋯⋯⋯⋯⋯⋯⋯⋯⋯⋯⋯⋯⋯⋯⋯⋯⋯⋯⋯⋯⋯⋯⋯⋯189

二、地方粮食储备⋯⋯⋯⋯⋯⋯⋯⋯⋯⋯⋯⋯⋯⋯⋯⋯⋯⋯⋯⋯⋯⋯⋯⋯⋯⋯190

三、专储粮管理⋯⋯⋯⋯⋯⋯⋯⋯⋯⋯⋯⋯⋯⋯⋯⋯⋯⋯⋯⋯⋯⋯⋯⋯⋯⋯⋯191

第十章粮油计划与统计

第一节粮油计划管理⋯⋯⋯⋯⋯⋯⋯⋯⋯⋯⋯⋯⋯⋯⋯⋯⋯⋯⋯⋯⋯⋯⋯⋯⋯⋯194

一、计划管理机构⋯⋯⋯⋯⋯⋯⋯⋯⋯⋯⋯⋯⋯⋯⋯⋯⋯⋯⋯⋯⋯⋯⋯⋯⋯⋯194

二、计划编制⋯⋯⋯⋯⋯⋯⋯⋯⋯⋯⋯⋯⋯⋯⋯⋯⋯⋯⋯⋯⋯⋯⋯⋯⋯⋯⋯⋯195

(一)粮食收购计划⋯⋯⋯⋯⋯⋯⋯⋯⋯⋯⋯⋯⋯⋯⋯⋯⋯⋯⋯⋯⋯⋯⋯⋯⋯195

(二)粮食销售计划⋯⋯⋯⋯⋯⋯⋯⋯⋯⋯⋯⋯⋯⋯⋯⋯⋯⋯⋯⋯⋯⋯⋯⋯⋯195

(三)粮油调拨计划⋯⋯⋯⋯⋯⋯⋯⋯⋯⋯⋯⋯⋯⋯⋯⋯⋯⋯⋯⋯⋯⋯⋯⋯⋯195

(四)专储粮食计划⋯⋯⋯⋯⋯⋯⋯⋯⋯⋯⋯⋯⋯⋯⋯⋯⋯⋯⋯⋯⋯⋯⋯⋯⋯195

(五)其他计划⋯⋯⋯⋯⋯⋯⋯⋯⋯⋯⋯⋯⋯⋯⋯⋯⋯⋯⋯⋯⋯⋯⋯⋯⋯⋯⋯195



q芋—}——————————————————————————]——一遂宁市粮油志目景 l黑磊般蕊想霈

三、计划检查⋯⋯⋯⋯⋯⋯⋯⋯⋯⋯⋯⋯⋯⋯⋯⋯⋯⋯⋯⋯⋯⋯⋯⋯⋯⋯⋯⋯195

第二节粮油统计管理⋯⋯⋯⋯⋯⋯⋯⋯⋯⋯⋯⋯⋯⋯⋯⋯⋯⋯⋯⋯⋯⋯⋯⋯⋯⋯196

一、机构人员⋯⋯⋯⋯⋯⋯⋯⋯⋯⋯⋯⋯⋯⋯⋯⋯⋯⋯⋯⋯⋯⋯⋯⋯⋯⋯⋯⋯196

二、机构职能⋯⋯⋯⋯⋯⋯⋯⋯⋯⋯⋯⋯⋯⋯⋯⋯⋯⋯⋯⋯⋯⋯⋯⋯⋯⋯⋯⋯196

三、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的权限⋯⋯⋯⋯⋯⋯⋯⋯⋯⋯⋯⋯⋯⋯⋯⋯⋯⋯⋯⋯196

四、统计制度⋯⋯⋯⋯⋯⋯⋯⋯⋯⋯⋯⋯⋯⋯⋯⋯⋯⋯⋯⋯⋯⋯⋯⋯⋯⋯⋯⋯197

(一)统计数据⋯⋯⋯⋯⋯⋯⋯⋯⋯⋯⋯⋯⋯⋯⋯⋯⋯⋯⋯⋯⋯⋯⋯⋯⋯⋯⋯197

(二)统计报表⋯⋯⋯⋯⋯⋯⋯⋯⋯⋯⋯⋯⋯⋯⋯⋯⋯⋯⋯⋯⋯⋯⋯⋯⋯⋯⋯197

(三)统计折率⋯⋯⋯⋯⋯⋯⋯⋯⋯⋯⋯⋯⋯⋯⋯⋯⋯⋯⋯⋯⋯⋯⋯⋯⋯⋯⋯198

五、统计分析⋯⋯⋯⋯⋯⋯⋯⋯⋯⋯⋯⋯⋯⋯⋯⋯⋯⋯⋯⋯⋯⋯⋯⋯⋯⋯⋯⋯198

六、统计检查⋯⋯⋯⋯⋯⋯⋯⋯⋯⋯⋯⋯⋯⋯⋯⋯⋯⋯⋯⋯⋯⋯⋯⋯⋯⋯⋯⋯199

(一)检查内容和范围⋯⋯⋯⋯⋯⋯⋯⋯⋯⋯⋯⋯⋯⋯⋯⋯⋯⋯⋯⋯⋯⋯⋯⋯199

(二)检查方式⋯⋯⋯⋯⋯⋯⋯⋯⋯⋯⋯⋯⋯⋯⋯⋯⋯⋯⋯⋯⋯⋯⋯⋯⋯⋯⋯200

(三)检查措施⋯⋯⋯⋯⋯⋯⋯⋯⋯⋯⋯⋯⋯⋯⋯⋯⋯⋯⋯⋯⋯⋯⋯⋯⋯⋯⋯200

(四)检查结果⋯⋯⋯⋯⋯⋯⋯⋯⋯⋯⋯⋯⋯⋯⋯⋯⋯⋯⋯⋯⋯⋯⋯⋯⋯⋯⋯200

七、统计执法⋯⋯⋯⋯⋯⋯⋯⋯⋯⋯⋯⋯⋯⋯⋯⋯⋯⋯⋯⋯⋯⋯⋯⋯⋯⋯⋯⋯201

(一)统计范围⋯⋯⋯⋯⋯⋯⋯⋯⋯⋯⋯⋯⋯⋯⋯⋯⋯⋯⋯⋯⋯⋯⋯⋯⋯⋯⋯202

(二)统计方式⋯⋯⋯⋯⋯⋯⋯⋯⋯⋯⋯⋯⋯⋯⋯⋯⋯⋯⋯⋯⋯⋯⋯⋯⋯⋯⋯202

第十一章财务审计

第一节财务体制⋯⋯⋯⋯⋯⋯⋯⋯⋯⋯⋯⋯⋯⋯⋯⋯⋯⋯⋯⋯⋯⋯⋯⋯⋯⋯⋯⋯203

一、管理体制⋯⋯⋯⋯⋯⋯⋯⋯⋯⋯⋯⋯⋯⋯⋯⋯⋯⋯⋯⋯⋯⋯⋯⋯⋯⋯⋯⋯203

二、财务管理办法⋯⋯⋯⋯⋯⋯⋯⋯⋯⋯⋯⋯⋯⋯⋯⋯⋯⋯⋯⋯⋯⋯⋯⋯⋯⋯203

三、会计委派⋯⋯⋯⋯⋯⋯⋯⋯⋯⋯⋯⋯⋯⋯⋯⋯⋯⋯⋯⋯⋯⋯⋯⋯⋯⋯⋯⋯204

第二节企业财务管理⋯⋯⋯⋯⋯⋯⋯⋯⋯⋯⋯⋯⋯⋯⋯⋯⋯⋯⋯⋯⋯⋯⋯⋯⋯⋯205

一、财产管理⋯⋯⋯⋯⋯⋯⋯⋯⋯⋯⋯⋯⋯⋯⋯⋯⋯⋯⋯⋯⋯⋯⋯⋯⋯⋯⋯⋯205

(一)粮油商品的管理⋯⋯⋯⋯⋯⋯⋯⋯⋯⋯⋯⋯⋯⋯⋯⋯⋯⋯⋯⋯⋯⋯⋯⋯205

(二)固定资产的管理⋯⋯⋯⋯⋯⋯⋯⋯⋯⋯⋯⋯⋯⋯⋯⋯⋯⋯⋯⋯⋯⋯⋯⋯207

(三)物料用品、低质易耗品、包装物的管理⋯⋯⋯⋯⋯⋯⋯⋯⋯⋯⋯⋯⋯⋯208

(四)财产清查盘点⋯⋯⋯⋯⋯⋯⋯⋯⋯⋯⋯⋯⋯⋯⋯⋯⋯⋯⋯⋯⋯⋯⋯⋯⋯20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