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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粮食志编纂委员会

(1987年2月23日成立※)

主任：黄兴寅

委 员：团 孟光彬 王臣木

聂廷才

(1990年4月25日调整)

主任：孟光海 、

副主任：黄大志张政

委员：黄兴寅 王臣木姚俊波

聂廷才

(1991年12月15日调整)

主任：孟光海

副主任：黄大志张政

委 员：黄兴寅 冉意会 王臣木

姚俊波李世奇 聂廷才

(※表示成立时为道真县粮食志编纂委员会，后自治县成立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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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有粮则稳，无粮则乱"，粮食问题事关国计

民生、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大局。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在各个

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了相应的粮食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

施，为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供给，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口全县

各族人民不仅为发展粮食生产进行了艰苦的奋斗，而且以大局为

重，积极完成粮食征购和外调任务。其奉献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

粮食部门的广大职工为粮食的征购、销售、加工、调运和储存做

了大量的工作，为发展生产，安排生活，稳定社会，作出了重大

的贡献。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粮食志》以其丰富翔实的史料全面系

统地记述了我县粮油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在记述粮食工作所取得

的各方面成就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记述了粮食工作中曾经发生

过的重大失误，并充分记述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

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粮油生产的同时，逐步推行粮食

流通体制改革，使粮食工作逐步向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过渡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反映了我县粮油工作的特点。志书结

构合理，记事条分缕析，文辞简明流畅，是一部质量较好的志书

和修志工作又一重大成果。借此向关心、支持和参与编纂这部志

书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

根据中共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精神和

省、地的指示，道真自治县人民政府已宣布自1993年5月1日起，

全面放开粮油价格，并作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转换粮

食企业经营机制的部署。《粮食志》的出版发行，不仅有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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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义，而且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特推荐与我县粮食

战线的广大职工以及研究、关心粮油流通体制改革的同志们和朋

友们一读。

蹉式後

一九九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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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年的资料搜集和编纂，三易其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

治县粮食志》通过审定，正式出版发行。《粮食志》记述了建县以

来特别是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县粮食工作所经过的历
程，以及粮食战线广大职工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完成国家粮

食征购、销售、调运、储存任务的同时，为谋求粮油企业自身建
设、发展和壮大过程中所创造的业绩。

按照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

标，面对必须稳定增产粮食，加强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在宏观调
控下放开价格，放开经营，增强粮食企业活力，进一步向粮食商

品化、经营市场化方向推进的新形势，我们出版这部《粮食志》的

要旨，在于希望我县粮食系统广大职工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发
扬艰苦创业、勤俭办企业的光荣传统，勇于投身改革洪流，积极

参与市场竞争，为实现粮食部门的顺利转轨，增强企业自身活力，
继续发挥粮油流通主渠道的作用，创立新的功绩，谱写新的历史

篇章。

通过出版这部志书，也希望能够使领导机关、专家学者、业
务往来单位、关心道真粮油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以及社会上的读

者，对我县粮油工作有更多的了解、指导和支持。

在此成书之际，我代表县粮食局向呕心沥血、辛勤劳动的志

书编纂者表示敬意和感谢。向指导、关心和支持志书编纂的领导
和同志们表示感谢。 ·

孟光海
一九九三年五月



凡 例

一、结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粮食志》由概述、大事记和：

各专章组成。各专章为记事主体，章下分节，节下因事设目，条分缕+

析，便于检索。

二、断限：上限自1941年，下限至1989年。其间着重记述解放

后全县粮食工作的基本情况。

三、称谓：行政区划、机关团体、职务等均用记事时称谓。大事

记中统一使用公元纪年，备章中的民国年号括注公元年号，解放后：

用公元纪年。“公元”二字省略。

四、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史籍和采访调查。史实均经考证校

订，志书中不注明出处。

五、计量单位：因本志断限内粮油重量按照上级统一规定使用

市制单位的时间校长，为便于前后统一，故一律采用市制计量单

位。其中的市两在1959年6月前等于十六分之一市斤，之后等于

十分之一市斤，志文中不另出注。金额解放前冠以币种，解放后旧

人民币按1万元折换1元入志。“人民币”三字省略。

六、数据：以县粮食部门财会、统计报表为主。对个别确有出入

或明显误、漏的原始数据，经过查核校对，作了必要的修订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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