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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志书编纂，历史悠久，贯古通今，源远流长，历来为社会有识之

士所重视。前人修志曾提出：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

它充分说明了志书的功能与作用。为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的文化传

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我们

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无疑的

将起着承先启后、鉴往知来、 “资治、教育、存史"的多种功用。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粮食问题关系到民族的体质、社会的安定、

国势的强弱、国家的兴亡。史书上称为“廪庾满，民食足，国泰民安，

誉为太平盛世"。反之，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妥善解决， “饥民流离，

饿殍遍野，暴乱四起’’。粮食问题成为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一个决定

性的因素。

应山为“楚之穷邑”，素有“十年九早"之称。建国前农业生产

落后，生产水平很低，农民生活长期处于糠菜半年粮、有灾外讨荒的

状态。建国后，党中央十分重视粮食问题，从生产到分配，都制订了

详尽而又具体的政策，极大地保护了生产者的利益，保障了城乡人民

生活的基本需求。粮食工作，经过自由贸易——统购统销⋯合同定
购三个时期的调整、改革、完善，已经出现了自给性生产向商品性生

产和从管理型向经营型发展的新局面。在这样的改革巨变时期，编修

粮食专志，是具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应山县粮食志》共编写了十四章五十节，从1 9 1 2-盆p(民国元年)

起至1 985年止，记述了我县七十三年的粮食经营史。参与编纂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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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拨涉，广集资料，潜神励志，六易其稿，历时三年，始成此书。

《粮食志》的问世．对我们了解过去，珍惜现在，认识将来，无

疑将会得到全县粮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推崇。《粮食志》的史志资

料，也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凝成一体，光照百世，辉映千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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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共十四章五十节，十四万余字。其具体内容包含民国

时期(，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建

国后是编写的重点， 占全志篇幅的五分之四，约十一万字。

2、本志以1912年为上限，1985年2下限。是一部以现状为主、

兼顾历史、简明扼要地记述了七十三年粮食经营的史实书。

3、本志的体倒，坚持事以类分，横排竖写，辅以图表。写作上

采取断代史的方法，各章、节均可独立成篇。

4、在编志中，对所形成的全部文字材料，包括采访的原始材料，

都予立卷归档．留待考查和续志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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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应山县位于鄂东北。地跨东经l 1 3。3 1 7～．1 1 4。07 7，北纬3 1。23，

～一32。05 7之间。东连大悟，南邻孝感、安陆，西接随州，北与河南

信阳交界。县境东西相距55．5公里，南北相距72．4公里，思面积2，644

平方公里，折合397万亩。为半山半丘陵地区，是个七山一水二分田

的山区县。农业主产水稻、小麦，兼种棉花、油料、豆类、薯类。耕

地面积643，000亩，其中水田515，000亩。1985年人口统计，总人口为

73 8，053人，其中农业人口为6 70，1 43人，城镇人口为67，9 1 0人。

应山为“楚之穷邑"。嘉庆十二年(1 807年)“大旱饥连荒者八

年，先菜食，继草根树皮亦尽，饿殍异乡者无算”。成聿六年(1856

年)“自是旱，赤地千里邑，草根树皮皆食尽，民流汉沔，道誊相望

⋯⋯”。干旱是我县主要的自然灾害，素有“十年九早"之称。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同历代封

建王朝一样，对“民以食为天"的粮食甚为重视，管理严酷，曾颁布

过很多繁琐、细密的法令和治罪条例，成立粮食机构，加紧对粮食征

收，其税目之多，稽征之苛，达到无物不税、无人不征的地步，广大

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是： “糠菜半年粮，受灾外讨荒”。

1 938年1 o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应山，一面建立伪政权，成立维持会，

利用“皇协军"的枪杆子到农村摊派，抢劫所需粮食；一面在城镇建

立合作社，成立盐业专卖处，以食盐垄断整个农副产品。生活在沦陷

区的人民，受蹂躏，被抢劫，遭旱饥，被盘剥， “愁粮更愁盐，生活

更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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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侵略就有反侵略。1939年元月，中国共产党

应山县委在余店易家沟组建。1940年成立抗日民主政府，首先废除国

民党的苛捐杂税，实行按业主田亩定赋税，按得到的实物定爱国公粮，

按经营量定工商税，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加强物资统SJ，反对运粮

资敌，有力地抗击了日寇“扫荡"、抢劫，保障了人民生活，坚定了

抗日必胜的信念。

1 945年9月，日本侵略军战败投降，国民党政府搬回城关。当时

国库空虚，发动内战后，军需用粮激增。国民党为解除困境，建立田

赋粮食管理处，运用征实、征借、公粮、积谷等多种名目，强征抢购

粮食，加之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较抗战前的水平还要差得

多。 ‘

1 948年元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独立旅第一次占领应山

城。1949午3月30日应山解放，4月成立应山县人民政府，设有财粮

科，接管了国民党田粮处，建立兵站，筹集粮秣，为解放军南下担负

支前供需。

1 953年1 1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

应的命令》，并颁布《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此，国家对

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

1954年10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粮食管理，制止

粮食投机的命令》。1955年8月，国务院又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

暂行办法》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从而使粮食统购统销

制度化。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农业生产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购销逆

差增大，粮食市场萧条，城乡人民生活未能得到应有的改善。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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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发展，农业生产和粮食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特另『J是党中央自

1982——1985年连续发布四个一号文件，农业推行承包责任制和国家

对粮食征购基数的调减，提高统购价格，提高超购加价幅度，改粮、

油统购为合同定购等具体政策的贯彻落实，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

性，促进了粮油生产的发展。1984年粮食总产79，919万斤，比1949年粮

食总产18，957万斤增4．2倍。粮食征购30，620万斤(原粮)，油脂收购

15，869担，约近于1963年粮食年生产30，813万斤、油脂年生产16，674

担的总产量。粮食部门的购、销(包括议购议销)、调、加、储和财

务管理等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取得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平。

三十六年来，在粮食流通的各个环节中，由于及时掌握了粮食购、

销、余、缺，有计划地组织了平衡，疏通了流通渠道，扩大了网络，

充分发挥了粮食主渠道作用。近两年，开展企业整顿，党组织进行全

面整党，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并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提高企业管理

水平，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挖掘企业的潜在力量，从而端正了业务指

导思想，开辟了新的粮食市场，活跃了国民经济，使粮食工作进入了

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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