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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粮食志))建国前后二个部分的初稿，在前局长陈朝春同志的主持下编写完成，蓝先后

印发各股、所、厂及有关同志征求意见。由于陈朝春同志工作调动， ((粮食志》建国前后的

统合和修改、审查、定稿，以及出版成书，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人肩上，好在初稿大致已有眉

目，各股、所、厂及有关同志又提出了修改、补充、调整意见。在此基础上，经再三取舍、

修改、查证、考实，终于统合成篇。现经召集有关人员集体审查，决定单独付印出版。

粮食是重要战略物资之一，各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人也靠粮食生存，它关系到国家的

兴衰成败，，人民的精神面貌。因此做好粮食工作有着十分重要意义。我县有一千七百多年

的历史，但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农业生产落后，生产水平很低，农民生活极度贫困，自古

以来就是一个缺粮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县

委、县人良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农村工作方针、政策，农业

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I已经出现了从自给性生产向商品性生产发展的新局面。不但生活水

平大大提高，而且提供商品粮的数量迅速增长。一九七九年以来，粮食收支平衡、且有节

余，摘掉了缺粮县的帽子。食油计划供应能基本自给。随着粮油生产的发展，粮油工作也有

很大进展。《粮食志)》为建设物质文明服务，当今编纂出版，我是称庆的。

<(粮食志》的编纂，’对我们建德县粮食问题的古往今来，基本作了反映。基本概况、机

构沿革、职工队伍、粮油购销、粮油储运、粮油加工、财务状况等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载，

内容堪称丰富，资料比较翔实，体例基本得当，文字也还通俗，是为建设精神文明服务的文

化产物。参与编写工作的同志所进行的艰苦劳动，竭诚嘉慰!

((粮食志》的编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

材料，经过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根据“统合古今，详今路古”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和现实的依据，体现了新志书的特色，实是盛世修志新创举。

<(粮食志》的问世，对我们了解过去，珍惜现在，认识将来，不无补益，无疑将会得到

我县粮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推崇。希望大家进一步热爱粮食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开创我县粮食工作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建德县粮食局党委书记

建德县粮食局局长 邱志光
建德县粮食局编史修志组组长

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



序

《粮食志》是遵照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和一九八二年三月全县第一次编史修志

会议的安排，由粮食局承担编写的。它是县志的组成部分，县志是一方之全史，是地方“百

科全书”，因此，编写粮食志是粮食部门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是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为了加强对粮食志编写工作的领导，及时完成编写任务，一九八二年五月即组成粮食局

编史修志小组，当时以我为组长，业务股副股长宋俊夫同志为副组长，监配备杨政、蒋如

松、翁连根三同志担负编写任务。

编写人员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中旬开始集中(蒋如松同志因工作需要，当年十二月仍回原

工作岗位，翁连根同志亦于初稿完成后，即一九八三年七月离去)，通过多方面的资料搜

集，同时采取边搜集、边整理、边编写的方法，分别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和七月先后完成建国

前、后二个部分的初稿，随即草印发给各股、所、厂及从事粮食工作多年、情况比较熟悉的

老同志，要求他们逐章逐节进行审查，提出修改补充意见，以求进一步完善。

初稿写成先后仅十个月，编写人员查阅案卷近六百宗，建国前后报刊十多年，中国实业

志、浙江通志、建德县志、寿昌县志等数部，摘录卡片二千二百多张，搜集到五十余万文

字和数据资料。他们工作脚踏实地，积极努力，朝夕从事，寒暑无问，殊堪佩慰。他们曾受

到县志编纂领导小组的表扬和奖励。

《粮食志》·既为县志备料，又单独出版成书，它记载历史事实，从建国前后的概况米对

照，可以使我们悟出从到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根本变化，既可供今人

参考，也可供后人借鉴。在某种程度上，可作粮食工作正反两方面的教材，使广大粮食职工

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粮食商业(工业)工作。 ’

‘由于本人奉命调动工作，未能善始善终完成使命，此书的审查、定稿，全仰邱志光局长

主持。全志的资料、内容、体裁、结构，本人表示赞同，志二悟出版问世，甚为庆欣。 一

前中共建德县粮食局党组书记

前建德县粮食局局长 陈朝春
前建德县粮食局编史修志组组长

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门



建德县粮食大事记

清同治二年(1 8 6 3年)

洋溪元利油坊开业。

清光绪三十年(，1 9 O 4年)

梅城郑聚泰粮号开业。

清光绪三十二年(1 9 0 6年)

马目横坑发起抗缴“皇粮，，，聚众造反的会党起义。

民国二年(1 9 1 3年)

梅城方利源粮号开业。

民国三年(1 9 l 4年)

建德春秋大旱，县知事高云阶劝谕公粜。由盐商宋荣芳经理。

寿昌县夏秋不雨，田禾枯稿，灾歉田四万五千八百七十八亩。当年免缓田赋银六千零六

十四两，翌年设公粜局，米食不至恐慌。

民国十五年(1 9 2 6年)

寿昌程竞兴碾米厂(附设于电灯公司)开业。

民国十六年(1 9 2 7年)

二月，马目埠近百农民在北伐军胜利进军，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中，打掉胡亨茂马目分

店和油坊。消息传到城里，工人、农民、居民组成几百人的队伍，将城里的胡亨茂总号和下

半城、东关二个分号也砸掉。

民国十八年(1 9 2 9年)‘
t 寿昌章忠钧、建德蔡菊元提交杭州西湖博览会展出蕃薯粉分别获得特等奖和优等奖。洋

溪刘元利油坊的桐油、麻油获特等奖。仁维源坊真菜油获优等奖。

民国十九年(1 9 3 0年)

六月，中国共产党建德县委书记童祖恺领导农民暴动，开展全县规模的分粮斗争，从麻

车等地很快普及到东、南、西三区，参加分粮群众达一万五千余人。
’

民国二十年(1 9 3 1年)

建德成立米业同业公会。

梅城豫丰碾米厂开业。

民国二十三年(1 9 3 4年)

建德自夏至秋，连续三月不雨，池塘龟裂，溪河断流，综计收成不及十分之一，数以千

计人外出逃荒讨饭，饿死者达三十余人。

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

·3·



建德成立平粜局，向殷商及中国银行等借款赴上海采办免税米举办平粜。

民国二十五年(1 9 3 6年)

建德成立积谷管理委员会。 、

寿昌成立县、区两级积谷管理委员会，韭相应制订《积谷管理委员会暂行章程》。

民国二。f-,st,年(1 9 3 9年)
7

六月，建德城、乡五个镇上举办平粜，计谷十万零五千九百一十一斤。

寿昌对各乡镇仓存积谷数量进行全面调查。

民国二十九年(1 9 4 O年)

梅城朱同丰油坊开业。 ．

寿昌对各乡镇积谷仓廒数进行全面调查。

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

田赋改征实物一一稻谷，成立县田赋管理处。下设区田赋征收处，集中仓。

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
、

对工教人员实行供给公粮制。

建德分派民夫数以千计，疏散赋谷肩运龙游。

五月，171军流窜县城，盘据近二月，烧毁抢掠赋谷数千石。日军退后，县政府以“莠民

抢食"，饬命乡保长严行追缴，被吊打、关押、逼令缴还达数百人。

胡亨茂小老板胡永安盗运桐油出境资敌案发。

十月，寿昌奉令抢购余粮一万二千石，每石定价五十元(法币)。相应制订抢购余粮工

作竞赛办法，限二个月完成。

民国三十二年(1 9 4 3年)

六月九日，建德县政府发出布告，禁止油菜籽、菜油等民生必需品出境资敌。

七月三十一H，成立榨油业同业公会。

八月，建德、寿昌改县田赋管理处为“田赋粮食管理处”，下设的田赋征收处改“田赋

粮食办事处”。 J

建德成立乡镇积谷仓管理委员会。

民国三十三年(1 9 4 4年)

春，民食恐慌，建德提出县仓积谷九百八十九石，乡镇积谷一千零一十一石。对贫户进

行贷放，规定收息每石一斗五升，限九月二十日前收交。

民国三十四年(1 9 4 5年)

对抗缴上年度赋谷八万五千七百一十二斤之大户一一胡亨茂老板胡梅生发出传票追缴。

六月二十日，建德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制发《粮商登记规则))，规定粮食行业要领取粮政

机关的营业执照才能营业。

寿昌河l轲里久昌油坊开业，并在城镇设立油店。

民国三十五年(1 9 4 6年)

建德粮食商业同业公会成立。

七月，建、寿两县，改田赋粮食管理处为“县政府田粮科”：

郑义泰在下河梁开设榨油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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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昌县政府从县属由赋项下提支稻谷三百三十石，以城区另售价JL-W．折为底价(即每石
一一万七千元，法币)招标变卖。结果无人应标。后经议决改为公开登记，价售粮农抵交田赋。

先后四批，计谷四千零三十石。

久昌油坊易主，改名慎大油坊。

民国三十六年(1 9 4 7年)

建德县政府建设科长陈越绥，洋溪镇长程景笙与梅城一机面店老板董雨霖相互勾结，侵

吞倒卖新桐江水修金拨发之面粉案发，检察院查明提起公诉。

田赋征收正额归中央，征借一律停止，恢复积谷征收。

八月，撤销县政府田粮科，恢复“田赋粮食管理处，，。

梅城民生米厂(即后来之力生米厂)开业。

寿昌举办各田粮办事处穗征股长、稽征员集训班。

九月十六日，建德榨油业同业公会改选理监事。

民国三十七年(1 9 4 8年)

梅城西门街建华机米磨粉厂开业。

建德县政府发出“提倡节约粮食，严限酿酒额，不得碾制精白食米及精白面粉，规定糙

米出白成率不低于百分之九十，麦制面粉成率不低于百分之八十五”训令。

九月底，各米店食米供应断档，以致人言喷喷，群情恐慌。建德县警察局派出经济警员

会同军管分会前往各米店调究藏匿食米，结果在方利源等十五家米店查得存谷一千六百多

石，存米三十五石(郑义泰另有一仓稻谷约一百三十石未计在内)。后经县政府责令各米商

以八，一九限价供应。每人限购一斗(后改每人每日限购三斤)。购者争先恐后，每天数以千
计。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发生一妇因购米被挤倒人群中，足骨踩裂致残。

梅城十家粮商以粮源无济为由申请停业。

建德县政府拨出积谷一千石举办平粜。

寿吕对全县乡镇学田学租进行全面凋查清理。

寿昌由地方士绅发起恢复佃业所有权推进委员会，将佃业所有权以底并面为原则实行归

并。 ，
，

民国三十八年(1 9 4 9年) ，

四月八日，金肖支队等部发动群众焚毁大店口国民党政府粮食仓库。次日，又到大同郎

家开仓分粮。

<> q》 q陟

1 9 4 9年

5月B日、6日，建德、寿昌先后解放。

6月底布置预借公粮烧柴。

7月，建德县人民政府建立“粮食科”。

8月，改粮食科为“建德县粮食局”，下设乾潭、三都、大洋、洋溪、城关五个区粮库

(均设梅城)；寿昌同时建立“寿昌县粮食局"，下设城镇(包括李树、淤蝎)、航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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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三个区粮库(后分李村、淤坞为李村、更楼区粮库)，区粮库担负公粮入库傈管工作。
9月，布置清理国民党政府散存农村之各项粮食和普遍进行土地、人口登记。

l 0月底，l 9 4 9年度公粮征收准备工作结束。l 1月底正式开征。

浙江省土产公司油料部在建德设立办事处，年底油料部改为中国油脂公司建德办事处，

属中国油脂公司浙江省公司。

l 2月，六名混入东关仓库之匪特，阴谋二f十二月初三(阴历)暴动，妄图杀害我党员干

部，抢劫仓库枪枝，焚毁粮仓，发觉后，一举就捕。

1 9 5 O年

1至5月，私营粮商刮起粮价上涨风，国家采取抛售、配给等有力措施，迅速平定了粮

价。

6月，建德、寿昌两县分别成立“中央公粮分库”，原下设之区粮库，改名为“公粮支

庠"。粮食局担负的公粮计征工作划归粮政科办理，粮食局专事入库、保管、调运工作。

7月，中粮公司兰溪支公司在建德设立经营组，担负粮食经营业务，领导粮食市场。

1 0月，寿昌匪首李竹沛(拔毛队)，在秋征H寸煽动群众以减轻农业税为名，妄图响应

金兰汤暴动未遂，李匪于l 0月l 9日被枪决。

1 9 5 1年

1月，大洋民兵击退了十余匪特有组织的抢粮事件。

2月，以粮食公司为主，组成有县合作总社和私营粮食商业代表参加的粮食市场管理委

员会。
。

3月1 9日，寿昌县破获上年秋征时，企图暴动，反抗征粮之特务组织，首犯十三人被

判死刑。

7月6日，自建德运往杭州的粮船在途经富阳时，突然遭到暴风雨袭击，翻船五艘，被

打湿稻谷l，O 5 7包，计l l O，O 7 9斤。

1 1月，私营汕坊一律接受合怍社委托加工，不得经营桕籽。

l 9 5 2年

2月，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查出私营力生米厂在国家加工粮食中，盗窃大米71，781斤，

嗣由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没收。 ，

l 1月，中粮公司建德经营组合并粮食局。

l 9 5 3年

4月1日，建、寿两县粮食局均设立粮食购销公司，以使行政与企业严格划分。

l 9 5 4年

1月，贯彻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实行粮食统购

统销。县人民政府转发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l 9 5 3年粮食统购暂行通则(草

案)》。

2月，为了加强对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领导，建德、寿昌两县县委均设立粮食办公室。

5月，在l 9 5 3年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基础上，实行定中间，评两头的办法，使粮食

购销任务负担进一步合理。

推广冷榨豆饼做豆腐的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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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寿昌县召开油禁农民代表会泌，解决怕油茶归公的思想顾虑。

l 9 5 5年

1月，查出梅城南门粮食供应门市部职工方金山贪污一案，经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有

期徒刑十八年。
’

寿昌县设立城镇、大同，航头、唐村四个区粮管所；建德县设立城关、三都、大洋、乾

潭、洋溪五个区粮管所，同时撤销区粮支库和粮食购销公司。

5月，接收供销合作社移交人员和部分仓库物资。

贯彻国家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两个文

件，实行农村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迸一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6月1 9日，发生百年未遇洪水灾害，建德县沿江两岸国家仓库粮食遭到水浸的达一百

四十七万八千八百十六斤(主要梅城)。

8月，实行城镇不产粮人口以人定量供应办法。

l 9 5 6年

2月，接收县供销合作总社所属机米厂。

在私营粮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在梅城、三都、大洋、洋

溪、乾潭五家原粮食代销店(1 9 5 4年代销)批准为国家粮食供应点。有三都、大洋、洋

溪、乾潭(群丰)四家电米厂批准为公私合营，归粮食部门领导管理。有洋溪恒利(1 9 5 1

年已由洋溪区政府接管)、梅城朱同丰、安仁同兴、施家裕源四家油坊合并为“公私合营建

德榨油厂”；有寿昌慎大油坊为“公私合营慎大油厂”(当时归工业局归口管理)。

寿昌县先后成立种予、采购储存、饲料、油脂等公司，建德县先后成立加工、采购储

存、供应、饲料、油脂等公司。不久，因管理机购庞大，人员臃肿，增加层次，浪费人力、

物力，职责范围不明确，领导多头和互相扯皮而撤销。

为适应新安江水电工程需要，供应公司增设铜官粮食供应点。

对粮食统购统销指标，以“三定”为基础，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进行资料归并。

l 9 5 7年

3月，以并乡后的行政区划，进行“三定”资料归并，实行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交

售粮食。

农村粮食分配推行按人定量办法。

7月1日，建德专署粮食局在新安江设立直属区粮管所，接收除白沙乡农村粮食征购、

定销以外的粮食业务。

9月，建德县在梅城召开全县妇女代表会，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计划用粮活动。

1 1月，寿昌电米厂电、米分开，．粮食加工部分划归粮食部门管理。

l 9 5 8年

5月，粮食系统开展“大办工业”， “大办钢铁"运动。

贯彻征购任务大包干，宣布三年不变。

8月，油厂划归粮食部门管理。

城镇居民和农村兴办集体食堂。

1 1月1日，撤销寿昌县和新安江直属区，粮食系统随之并入建德县，原寿昌县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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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头、唐村、大向粮管所改为建德县寿昌、航头、唐村、大同粮管所，原专暑直属新安江粮
管所改为建德县新安江粮管所。 ．

三都区前源公社的下陈、马公须等生产队划归兰溪，办理业务资料移交工作。

1 9 5 9年

2月，县粮食局由梅城东门街老商会迁至4匕1'-I街原专署粮食局址办公。

7月，为适应人民公社体制，增设杨村桥、南峰、洪岭、安仁和下包五个粮管所。

l O月3 1日，‘省粮食厅在我县召开油脂加工现场会议。l 1月，在我县召开全省油料

现场会。1 2月1 4-FI，又在我县召开粮食收、管、用现场会议。

l 9 6 O年

’2．月，梅城合并至杨村桥粮管所；下包、安仁合并至乾潭粮管所；洪岭合并至三都粮管

所；洋溪合并至新安江粮管所；航头、唐村合并至寿昌粮管所；撤销南峰粮管所。

粮食局设立饲料股。

8月初，粮食局由梅城迁至新安江县委财贸大楼办公。

8月2 7日，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厂、酿造厂、酱汕厂、水作厂、饮食店划归粮食局管

理o

无期

破结

其中

员。

为主要内容的城镇粮食统销整顿工作。

粮管所发生一起粮票被窃的重大案件，罪犯廖叫：禄缉拿归案后，被判处

洋尾粮站发生被流窜犯盗窃现金、票证重大案，1 6日即被公安机关侦

品、水作、饮食行业均划归商业局管理。

逐步停办。 ．

示，动员干部、职工退休、退职，全县共精简吃商品粮人口13，606人，

名职工，6 5名家属。同时解雇1 9 6 O、1 9 6 1两年的临时雇用人

撤销梓里粮站。

酿造厂划归工交局管理。

自四季度起，对全民所有制的干部职工和集体所有制吃国家商品粮，拿固定工资的职工

干部，每人每月发放熟食票一斤。

l 9 6 3‘年

1月，发放熟食票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吃商品粮的人。

3月，设梅城区粮管所，撤销杨村桥粮管所。

县局设油脂经营组。

动员来自农村的干部职工家属回农村落户。

9月，建立梅城、新安江、乾潭、寿昌、三都、大洋、大同七个粮油交易所。

1 O月，省分配粮食减购增销指标2 0 O万斤，其，p用于退粮还林的减购增销9I．32万

·8·

实吕

，

，食堂

指9

核，寿

晚

，食

政4

年粮，

日

日民年简2

1人日

9

2居2兵统

6以4。月

月及6精系9展月刑2。2村9彻食，开2徒●案●农●贯粮



斤，用于移民队任务过重的减购5 9万斤；其他减购49．68万斤。

l 9 6 4年
’

4月1日，撤销大洋区粮管所，其业务并入梅城区粮管所。 一

6月，分配各区退粮还林减购15，500担，增销3，550担，公路沿线退粮还林减购1，433担，

苎麻生产基地减购2，000担。

1 2月，由于自秋至冬干旱，晚秋粮食歉收，”部分群众生活发生困难，县局组织全县粮

管所长、业务员在唐(檀)村公社李村大队搞生活安排试点，随后在全县重点铺开。

1 9 6 5年

上半年重点抓农村人民生活安排，全县春花前，共安排粮食二千三百三十六万八千九百

斤，其中sF价一千九百零八万九午九百斤(VJ粮一千六百八十八万八千斤，水利补贴四十万

斤，缺种烂秋一百八十万一千九百斤)，议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斤。是年省、地从外省调入

大量粮食，从而安定了人心，促进了生产。

举办社员粮食活期代储备。

县人委在寿昌召开改装碾米机用以加工饲料的现场会议。

l 9 6 6年

3月，在全县粮食系统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

5月，县局在洋尾公社伊村大队召开集体储备粮食现场会。

6月1日，全县酿造厂再次划归粮食局统一管理。

6月l 5至7月2日，县委在新安江分批召开全县增产节约、计划用粮经验交流会，参

加会议的有公社党委书记，大队支部书记，妇女主任，粮食专管员共2，460人。

8月l 13，调整粮食统购统销价格，对于部职工实行粮价补贴。

l 9 6 7年

2月，粮食局成立。革命生产委员会”。

8月，改称“生产领导小组”。

l 2月，建立“建德县革命委员会粮食革命领导小组”。

酿造业又复归工交局管蚂!。

l 9 6 8年 ，

一季度取消城镇儿童糕点票。

1 0月，撤“销粮食毕命领导小组”，建德县革命委县会生产指挥组设。计粮线”，，分

管全县计统和粮食工作。 ，

l 2月，麻车公社的白鸠、大厦口、上姜等大队划归兰溪县管辖，移交有关粮油业务资

料。

l 9 6 9年

3月，计粮分开，粮食与财税合并，建德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设。财粮线"。同年l 1

月改称“财办"，主管全县财税、粮食工作，基县改称“财粮所革委会"、“财粮购销站”。

5月、l 1 J]，先后移民二批，t-t-9，359户，47，714人。粮食部门负责办理移民粮食关系

转移手续。

l 9 7 O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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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普遍推行贫下中农管理粮站。推广一把泥，一把草的土圆仓。推广米机改革，歼展

一机出自，一风吹的稻谷加：【方法。农村开展储粮建仓。推广生产“中曲”发酵饲料。

梅城镇居民和梅城区各公社嚼民，下放到农村转为农业户口，计3 9 1户，l l 8 6

人。 ，

县革委会发出： “广泛开展节约粮食问题’’的通知。

1 9-7 1年、

粮食征购基数和食用油料统购实行“一定五年，，，并将任务书颁发到大队。

农村储粮建仓形成高潮。

县局在三河公社荷花大队召开储粮建仓，节约粮食，开展抓一把米活动现场会。

l 9 7 2年

·5月，动员居民自5月起至7月止，每人搭配供应大麦粉2 O斤。

6月，从三季度起豆制品实行发票供应的办法。

8月3日，寿昌江发生特大洪水，航头、寿昌二粮站被淹粮食l，167，794斤。

l 2月，县委召开区、社书记、粮管所长、业务员、粮食专管员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

央(7 2)4 4号文件。

梅城财粮所浸出车间发生浸出锅盖暴炸事件。

l 9 7 3年

1月，撤销财办，财粮分开，恢复粮食局，基层恢复区粮管所、粮油购销站名称。

食油购销相抵尚余十一万斤。

小麦赤霉病大发，收购标准由4％放宽到1 0％。

l 9 7 4年

7月5日，成立“建德县粮食系统批林批孔领导小组"。

8月2 5日凌晨3时2 O分，寿昌粮管所?由脂车间散堆茶饼自燃起火，酿成重大火灾。

1 2月，财税、粮食两局又合并为“建德县财政粮食局革命委员会，，。基层不并。

县委分区召开“双计划"会议。(计划生育，计划用粮)

1 9 7 5年

5月，所、厂分开，建立粮油加工厂，支部统一领导，分工负责。

县委分区召开双计划会议。

1 9 7 6年

梅城粮管所先后揭露二名流氓犯罪分子，司法机关依法逮捕法办。

县委在梅城召开全县双计划会议。

l 9 7 7年

8月，财粮分开，恢复建德县粮食局。

1 O月，建立县粮食局汽车队。

1-1月，建立“建德县饲料公司”。

县委分区召开“双计划”会议。

1 9 7 8年

3月，所、厂分开，粮油分家，建立梅城、新安江、寿昌米厂；梅城、寿昌油厂；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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