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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理县粮油志》是一部自清代，到建国以来以记述粮食工作为主体

的志书。它记述了各个时期的粮政方针扣实施办法。尤其是对新中国建

立以来的粮食工作、统购统销、计划供应、粮食加工、粮食价格、粮油

储运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及其演变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基本上是一部

反映理县粮食工作资料详实，内容丰富的志书。

《理县粮油志》的问世，乃是承先启后，为今后续修奠定了一个

基础，作了一件可喜的工作，同时，对今后理县粮食工作的发展，无

疑也将起到可资借鉴的作用o

《理县粮油志》实属初创，加之编写人员受政治思想，文化水平

所限，错、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理县粮油志》问世之际，谨向为《粮油志》提供资料、协作、

指导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龙清

1990．5．20．



凡 例

一．．本志中的建国前，建国后的称法：建国前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

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建国后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

二，本志断限：上限起于一九一一年，但对有的重要史实追溯到

清朝时期。下限至一九八五年。

三、本志所用计量单位，均按各个时期使用的计量单位记载。折

算。 ，

四．．本志年纪，建国前按旧历(在括号内注明公历)。建国后通用

公元纪年编写。

五．．关于一些习惯称谓，在志章节中如中国共产党理县委员会称

“县委”， “阿坝藏族自治州粮食局”称“州粮食局’’，“米亚罗粮

油管理站”称“米亚罗粮站”或“米亚罗仓库”。

六，本志的编写资料来源于四川省档案馆、县档案馆、汶川县档

案馆、州粮食局志办、红原县粮食局．．县财政局，县粮食局各股室以

及当事人、知情人的口述和回忆记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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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述
r

’

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粮政的推

行，设有专门从事田赋役的管理机构。在清朝，县衙内设有粮房征收田

赋。民国初年改为征收局，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改称“理县田

赋粮食管理处"直到一九四九年。其间虽曾多次变更易名，但其职能

未变。土地征税是我国古代就有的科则，历代相沿，国家都以赋役为国

家收入。理县在清雍正年间，就奉文清丈，下地估种。以斗种面积石、

斗、升、合计赋，并摊丁于地，每丁一钱二分合并计算，按斗征银，称

地丁粮银。清代同治时期，理番厅每岁赋额正项地丁粮银为九十两零三

钱二分六毫。民国初年，田赋沿袭旧额照征。民国四年(19 1 5年)，正项

粮额改两为元，理县为一百五十九元零二仙八星。民国时期，由于军阀

割据，战乱连年，为了满足急增的军费开支和官史的挥霍，设了名目繁

多的杂赋，如保安费等，理县杂赋二千一百六十五元四仙，随正项粮额

征收。民国三十年，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国民政府为了控制粮

食；。：田赋改征实物(it食)，以民国三十年(1941年)田赋粮额标准改

征，当年配额为稻谷二千六百一十五点六石。征购各半。此后，屡有加

码，至民国三十八年增至四千多石。
+‘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粮食工作，视粮食工作为关系国计民生

的头等重要大事。一九五一年设置了理县人民政府粮食局，负责粮食的

管理和经营。解放初期，为了保证支前剿匪和军政人员的粮食需要，根

据“农业税条例"开展征收工作。解放初期的粮食市场是自由贸易，国

家适时的作调剂销售，稳定市场，平抑物价，这些措施防止了粮价暴涨，

。厂、 ·l·



安定了民心o 。

一九／t-年和一九五五年国家相继发布了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

应”的命令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的暂行办法，，。理县根据这些命令，

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随之实行了计划供应政策。
’

一九五六年，理县进行民主改革。一九五七年全面实行农业合作

化。合作化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农村粮食逐渐丰富，当时根据州委“逐

步过度到实行统购统销’’的方针，理县从一九五七年起国家对农村实行

了粮食统购政策。

三年困难时期(59年---6 1年)，由于遭受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矢

误，出现了瞎指挥、浮夸风，粮食上实行高指标、高征购，粮食连续三

年减产，粮食局势一度紧张，党和政府同人民同舟共济，克服了困难。

一九六五年以后，为了稳定农民负担，绝对不}购过头粮，对农村粮

食征购实行了“一定三年’’和“一定五年"的政策，稳定了农民负担，

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农村实行了粮食政策上

的一系列调整，放宽政策，确保农民休养生息，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开

发山区经济，退耕还林、退耕还牧、退耕种药等大幅度的调减了粮食征

购基数。至一九八四年止，理县仅有征购粮九十万斤(其中征粮1 7万

斤，购粮73万斤)i·九八五年，国家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取消了

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的粮食国家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当

年州下达理县合同定购二百万斤。 ：

；：鬟；，■■■■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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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1912年)，

六毫为正项粮额。

大事记

理番县沿袭清末旧制，以九十两零三钱二分

民国二年(19 1 3年)，改“粮房”为“征收局”。征收局隶属于县

府，征收局负责田赋和地方税的征收。‘ 。。一 ．一·。

民国四年+(19 15年)，四川省财政厅通令，正项粮银额改两为元。

理番县改征银元一百五十九元零三仙八星。每两作一元七角六仙。同时

随正项粮银随征杂赋二千一百六十五元四角。
一’

民国十九年(1930年)，改“征收局"为“财政局’’。 一、t

．’ 民国廿四年(1935年)，红军北上进入理番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废

除田赋o
’’ ‘

，

民国卅五年(1936年)，红军北上，国民政府复归，田赋征收改为

“理番县政府第二科”办理。
“

民国廿九年(1 9 40)，奉令成立“理番县粮食管理委员会’’负责积

谷派募，仓储事宜。 j、： 。

’

民国三十年(19 41年)九月，成立“财政部四川省理番县田赋管理

处"。“田赋管理处”主要负责征购和积谷捐募。同时为适应改征实物

“田赋管理处”设置下属机构“粮食征购办事处”四处。 ．、

同年成立“理番县县政府粮政科"， “粮政科"负责征实经收，支拔

和仓库管理。 ．，

：

同年；以田赋粮额标准改征实物(粮食)，每银粮一两征谷十四点．

四八零石，另摊价购谷十四点四八O石(按当年配额折算的)‘。
． ·3·



民国三十一年，理番县政府规定，由民间筹集“尊师粮’’。

同年，理番县遭受百年来未遇的大旱灾荒，征购当年呈准折收代

金，免征实物。 。．

民国三十四年(1 945年)十二月，理番县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改

为理县。同年撤销“理番县田赋管理处"，成立“理县田赋粮食管理处"。

民国三十五年，改“理县政府粮政科"为“理县政府田粮科”。

一九五。年元月，理县解放，建立理县人民政府，同时成立了理县

财粮科，接收“旧田赋粮食管理处”。 j。

一九五。年三月，理县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确定征收民国三十

八年田赋(1949年)一千八百一十石。由县财粮科开展征粮工作。

同年九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

例》。
。

，·

一九五一年，成立理县人民政府粮食局。粮食局与财政科合署办

公，是两块牌子，一个班子。

同年，行政区划改变，威州仓库划归汶川县。 ■

一九五二年，杂谷脑仓库新建大型房式仓一幢，仓容量一百一十三

万斤，仓房面积六百七十二平方米。

五三年三月，’县粮食局与县财政科分家，设立单独办公机构，局机

关迁至杂谷脑半坡，杂谷脑仓库内。； i

同年十一月，政务院颁发《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

令》。
“

一九五四年，理县实行凭证供应。

同年四月，全县设立粮食代销点三个，杂谷脑代销点，米亚罗代销

点，薜城代销点。

一九五五年八月，国务院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把口

·4·



粮定量分为四类九等二十七级，实行按人定量。理县从十二月起全县试

行内控计划供应，以人定量。 ’．

’

同时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及四川省粮食厅发行“四JIl省地

方粮票’’和“四JiI省地方料票"。
。

1·

一九五五年，来苏区(米亚罗)实行照农业税《条例》征收公粮Q

二九五六年，‘公粮征收改为以社为单位缴纳，负担仍计算到户。

同年四月，州粮食局确定信贷下放县粮食局，县粮食局成为独立核

算单位。

一九五七焦，对农村开始实行计划收购(即统购)政策。 √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起，理县食油实行实划供应，以人定量，凭证

购买。

同年，对农村高级社征粮实行比例税制。 ，．．

同年，理县实行“理县机关搭伙证明票”是实行县粮票的初期。

同年七月，理县、汶川、茂县合并为“茂汶羌族自治县”。七月_

日通化仓库，薛城仓库由原理县移交茂汶县粮食局接办，十二月米亚

罗仓库、杂谷脑仓库移交茂汶粮食局接办。

同年八月撤销通化区粮食仓库，改为薛城仓库通化购销点。

同年九月，龙溪乡划归汶Jil，并随划公粮指标o -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撤销薛城仓库，改为杂谷脑仓库薛城购

销点。

同年六月一日起，凡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及私营的饭店，

食堂、客栈等出售的米饭、面条、馒头、包子等一律实行凭票供应。

一九六O时通化仓库由通化街上迁至公路边(营房坝)，原仓库报国寺

报废．

一九六O年三月，杂谷脑仓库实现“七无”粮仓，金州在杂谷脑召



：

t ，、

’

～． ·

开了“七无"粮仓现场会，仓库主任朱松林同志作了经验介绍。 ‘，

一九六二年，销价不动，全国提高粮食统购价，理县平均提高统

购价20．57％o !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全县开展“三清”工作．共清理出财产损失66

案，损失金额17878．33元；长余29案，长余金额为4080．63元。

同年十一月，由县商业局系统领导和经营的各种植物油脂、油料移

交给县粮食部门领导和经营。

一九六三年四月，恢复理县建置。随之恢复理县粮食局建置和各区

粮食仓库建置。

同年四月，区“粮食仓库”改为区“粮油管理站”；理省粮食局发

行“理县临时定额拔粮证”。同年，对农村油莱籽收购实行“三定一留’’

的政策(定面积、定产量、定任务，给农民留一定数量的油料)。

一九六五年七月，经县委组织部批准成立中共粮食局支部委员

会。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稳定农

民粮食负担，下苦功夫进一步做好粮食工作的意见》，理县贯彻文件精

神，当年对农村粮食征购实行“一定三年”不变的办法。

一九六六年二月，粮食局加工厂建成正式投产。

同年二月，县粮食局机关由杂谷脑仓库迁至成阿公路二。一公里

处，胆杂木沟口。 ’：

同年八月一日，全国提高统购统销价格，理县购价平均提高百分之

二十三点二八；销价提高后保持购销同价，同时取消了区、乡点的购销

价格，实行同一粮种同一价格。

一九六七年元月，原领导班子靠边站，群众组织“粮食革联”的勤

务组掌握粮食局的行政业务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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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元月，成立由有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参加

的三结合“理县粮油管理站革命委员会一。’， ，：
．

一九七。年，对糖果、糕点实行收粮票。 ．¨i’．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实行征购任务一定五

年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理县粮食征购任务改“一定三年一为“一

定五年"不变的办法。 ．

同年，经县委组织部批准，各粮站相继成立革命领导小组。

同年，仓库建设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推广北方引进‘『土园仓秒

建设经验，但因没有因地制宜，由于材料，造价等方面原因不能推广使

用而停止建造。，
’

一九七二年，发行“理县粮食局供应票"，面额为五十斤、十斤，

·斤、。半斤四种。

．． 、一九七三年，对农副产品奖售实行省、州统一标准。

一九七五年，投资三万多元对粮食局加工厂进行技术改造，改输送

带为全部“风运"设备。

生九七六年四月，县粮食局决定，全县四站一厂全部实行简易独

立核算。

·㈠同年七月，粮食管理推广“旅大经验’’对川西森工局实行“三到"、

“一包"、 “三结合’’的旅大经验粮食管理办法。

一九七八年三月，商业部颁发了《八项财务纪律》和《十项会计

纪律》。同年根据省、州粮食局“一定要把粮食企业由于经营性管理不

善而造成的亏损坚决“压下来"的指示，全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当年

节亏六万九千四百二十六元，经营管理费下降27．76％。

一九七九年，实行粮油议购议销经营。

同年，全国销价不动，提高统购价格百分之二十。理县于粮食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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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执行p_．|’ ：j

同年三月，改“理县粮食局革命领导小组”为“四川省理县粮食

局”o ’，

◆ 一九八O年，全系统推行“定额管理’’和“岗位责任制”的管理办

法。

一九八一年，实行中价油供应，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半斤。，|

一九八二年二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实行粮食购，销包

干的通知’’。州粮食局贯彻省政府指示，决定从一九A---年开始到一九

八五年对县实行粮食“购销包干一定三年"的办法。同年，相应的对财

务管理实行“财务包干”办法，包干原则是“总额包干，节亏分成，超

亏不补’’。

一九八四年，贯彻商业部，审计署、财政部《关于对经营粮食，食

品、石化、化肥企业帐务大检查的联合通知》，金系统开展了财务大

检查。

同年，粮食局制定了“改革十四条意见"，主要内容是扩大站，厂

的自主权，实行站、厂长负责制；推行岗位责任制，实行经济效叠与职
工责、权、利挂钩。

同年，州粮食局通知，遵照国家经委、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关

于粮食企业流动资金移交银行统一管理的决定，理县按八三年六月末

的流动资金帐面数移交给人民银行理县支行管理。

同年三月，机构改革，局机关撤销计供股．，计供股和财会股合并为

财会统计股；业务、储运股合并为业务储运股；秘书股改为政工股．

一九八五年，对粮油工业、运输、饲料加工业实行剂改税，对经营

所得(稠润)实行八级超额累进税制。

同年五月，成立粮食局汽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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