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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粮食局史志办公室:

《 哈尔滨粮食志 》 脱稿后，送来省局史志办公室李有民同志审

阅、修改后，认为基本是好的，就志稿的内容来说，面宽事广、寓

意于事件之中:就志体来说，做到横剖纵述、横不断线;就文风来

说，做到考证基本确切，事证，文证、理证得体。写得比较成功。

《哈尔滨粮食志》是一部反映哈尔滨粮油经营面貌和-演变的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具有极深刻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也将成为粮食系统教育子孙后代、社会效果突出的史书。它充分体

现了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任务、总目标服务，为物质文明建设和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好书籍。

其不足之处是文字还不够精炼，个别词语运用不够准确等，请

哈尔滨市粮食局认真修改加工后可印刷出 版。

黑龙江省粮食局史志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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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 。

修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乃盛世之举。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 各项事'业都走上

正确轨道上来。中国以农立国，五千多年来， 国民经济完全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关系

人民日常生活最密切者，则是粮食问题。编修出一部反映我市粮食行业的历史及现状的

新型志书势在必行，为此，按省、市委和政府的部署，市粮食局决定编寨《哈尔滨粮食

志 》 。

编好《哈尔滨粮食志 >> ， 是一项资治当前，昭示未来， 惠及子孙，促进改革，提高

经济技益的大事，是对广大职工，特别是对青年职工进行爱国主叉教育的乡土教材。

《哈尔滨粮食志 》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新的现点，新的方法，以忠于史实，秉笔直

书的严谨态度而进行编写的。它可基本反映我市粮油购、销、调、加、存等发展过程，

'以及经验教训和现状，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可信的依据，为实现正确领

导，提供借鉴。

根据省粮食局和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在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史志才j、全体同志三

华多的广征博采，整理编寨于1985年 9 月完成初稿。

本志共二七篇、十仄萃， . .三干五万字， 照片60幅。 虽然我市接管呼兰，阿城两县，
但本志范围只限于哈尔滨市 IR，本志编写上限尽量延伸，下限到1984年末止，所以各项

数字均到1984年末。现状均指1984年末的情况。历史分期根据哈尔滨市的具体情况分 z

清代以前，清代( 1626~1911年九民国( 1912~1931年九伪满( 1932~1945年) ，解

放战争( 1946~1949年) ，国民经济恢复( 1949""'-"1952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 

1957年九大跃进( 1958""'-"1960年) ，经济调整( 1961""'-"1965年)， "文化革命" (19 

创""'-"1976年九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77年至今儿

本志的资料来源于 z 黑龙江省档案馆和图书馆，哈尔滨市档案馆和图书馆，北京市、

南京市、辽宁省、吉林省、沈阳市、大连市、长春市图书馆，我局多数职能部门提供了部分

资料，有关老同志提供了大量的口碑资料。共搜集资料300万字 。 对上述单位、部门和

个人表示深切的谢意。

本志的体例是以类2军事，即按事物性质，先分类后分期，以横为主，横排纵述。本

志是语体文。

哈尔滨市粮食局史志办主任z 武邦前，成员 z 马士成，张景信、宋新一、李秀君、

王晓梅等。

1 



参加本志收集资料的人员先后有 z 李银生、 武邦治、马士戚、张景信、陈永安、宋新

一、刘卫红、李秀君。

本志编写人员有 z 马士成、张景信、李秀君、王晓梅等。第二篇由张景信撰写.第

一、三、四、五、六、七和附录篇由马士成撰写。李秀君、王晓梅做了大量抄写校对发

行工作。由马士成负责总寨。

参加本志资料汇编的有武邦治、马士成、张景信、宋新一。

初稿完成后由武邦治、李有民等做了审阅。

《哈尔滨粮食志》编篡领导小组长赵尤会，付组长李银生，成员 z 武邦拍、陆洪信、

王文才、苗安民、马希凤、瞿文芳、辛雨田、樊少龙、姜瑞伍。

由于时间跨度大，资料比较缺，加之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和误差，诚请读者

批评指正 。

编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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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第一章粮油商业

第一节 粮油贸易和供应的演变

哈尔滨历史比较悠久，早在中东铁路修筑之前，哈尔滨城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哈尔

族是北满、黑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中心，是交通的枢纽和物资集散，地飞 也‘

是粮油贸易，加工中心.

中东铁路修筑之前哈尔滨是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期，消费的粮食来自周围各

县，大部用马车运来，用手工业方法加工，成品粮就地销售，这种粮油流通状态延续了

一千多年。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对哈尔滨的封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起了解体作用。由

于沙俄帝国主义侵略，哈尔滨的粮油被其掠夺， 首先在哈尔滨建立许多制粉厂， 掠夺‘
中国面粉。清朝末年、民国、伪满时期哈尔滨所消费的粮食来自其周围各县、 北满一

带，面粉、豆油、豆柏销售到南浦、关内地区和日本、欧美等国。在民国以前哈尔滨粮

油一直是自由经营时期，粮油自由买卖。 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 粮校开始兴起，中国

人、外国人开办了许多粮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到鼎盛时期，民族资本官僚资本，外

国资本一起上， 1922年哈尔滨粮找已发展到150多家。粮食交易，统由粮技经营。 1931年

以后由于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后由于实行经济统制，哈尔滨民族商业受到压抑，逐渐

被"统制"机构所吞并。粮钱从鼎盛时期开始衰落， 1936年晗尔滨只有粮按19家，而且‘

经营也无利可图， 至1942年多数倒闭，停业，民族资本有少数为日本所吞并。 一直到伪'

满统治的1937年，才设立了粮食管理机构，实行粮谷统治，并对哈尔滨市民的口粮，采

取了配给政策。

哈尔滨解放初期，随着粮食自由买卖，逐渐形成了承德、南岗、道里等十二个有组

织的粮食市场，起着交流物资搞活市场的作用。 1~46年建立了哈尔滨东兴公司，这是我

市建立的第一家国营商业企业。该公司经营粮油，起着安定民生，稳定粮价的作用，并B

且建立了一些粮油销售门市部。建国初期随着公营事业的发展，私人粮商在与公营较

量中倒闭，到1952年私人粮贩粮商全部退出市场， 粮食直场全部为国家粮食部门所垄

断。

19 47年东兴公司开始设立门市部， 1948年门市部有14个 1949年有售粮点40个。

1950年东兴公司改为中国粮食公司哈尔读市公司^ 1953年末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粮食

1 



第二篇大事记

1900年 2

由东清铁路投资384 ， 000卢布，在哈尔滨创建了第一个制精厂一一满洲火磨. 日产

面粉三千普持〈一普特为16 ， 38公斤) , 地点在哈尔滨市埠头区警察街 2号 4现道里区

尚志胡同内，已改为住宅楼〉。这是哈尔滨市机械制粉的开始。(哈尔滨市私营工商业

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

1902年 2

6 月 30 日 z 中东铁路于埠头区警察街56号创建了 "松花江面粉制造公司" 有资本

80万元瓮日产能力 323.4吨 o (哈尔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

1903年 2

12月 30 日 z 俄国制盼公司，地烈金制盼厂，东洋制粉厂， 得丘果夫制粉厂四家开

业. .(喻尔滨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 0: 
1904年2

俄国满洲军队军务粮台在八区建立货物仓库，故八区又有《粮台》之称。(哈尔滨

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

松花江西粉制造公司卖给了法籍犹太人贾于氏，改名为 .<<永胜公司， >> ，资本达350万

元，机器均璃英美最新式设备，年最大产量10万吨. (啥尔滨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哈尔

槟市制粉业>> )。

1907年 z

俄商曲其果夫创办了曲其果夫制粉厂，地址在道外区中马路20号(这是第五制粉厂

的起 !原毡， 1939年机器设备迁至齐齐啥尔) 0 (哈尔滨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哈尔滨市制

粉业>> )。

1908年 E

哈尔演第一家机械制米厂"恒泰成" 于道外大古九道街192号成立， 经理是王选

三，资本为19 ， 000元.年产量 1 ， 815吨。( ，合尔滨特别市工商业名簿) . 。

哈尔毫没主'iIL三传至仓，吉体在合尔真设立宾江幢运公销处。这是哈尔滨市最早的

盐政机构。(1922年啥尔滨指南〉。

1911年z

8 月 2 马诺克斯画盼厂创立〈现第二制粉厂前身) " (哈尔滨市工商业联合会编

《哈尔滨市制粉业>> )。

10月 2 东阳油涛在道里区买卖街5'3号开业，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家机械制粉业.

21' 



(1 9 22年哈尔滨经济界之调查《续三>) )。

19 14年:

裕大油访于道外八站开业，经理是田西浦。 有资本28万元， 90台水压机，蒸气发动

机为99马力。这是民菌时期啥尔滨较大的油坊，在1923年中东铁路屋输量(豆油、 豆棉

中 占第一位) 0 (1922年，告尔滨经济界之调查《续三>>) 0 

1915年 2

4 月 4 日 :义昌信油诗在八区开业。(1922年哈尔滨指南) 0 

10月 2 大来裕粮楼开业，这是记载中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家粮践。 (1922年哈尔滨指

南〉。

12月 v 东济油出北r:于道外商马路创建，经理是黄亚东.有资本120万元、主动机

为:140:马力， ' 有13、应付螺旋蹄。 (ln2 ;年钱业用报〉。

191 6年 z

1 月 12 日 z 双合盛制精广开工(1915年购买地烈金火磨) ，创办人里郝升堂、张廷

阁. 有资本1豆0万吨元。 ι 双 Et盛的红雄鸡牌面粉，曾在欧洲面捞展览会上获奖， 双合盛砂
子面人人称赞 ， ， 驰名中撼。 i哈尔滨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忍哈尔滨市制粉业))) • 

同荣祥油 5旨在八区开业。 (1922年哈尔滨指南)。

剖17年二

2 月 10 日 g 义昌泰制粉厂创立 ， ( ‘现第茸制粉厂原寸车间) ' . ‘ 《哈尔滨市制精

业 》 。

主9四年且

万福广制粉厂创立 〈现第五制粉「二车1可)也哈尔骂市制精业》。

l '月 24 日" . 哈尔贸市各油←览组织油费同业会兔以资联络，其事物所设在道外囚道

街。 (19 2?年哈尔滨指南〉马

5 月 2 哈尔滨市磨坊装运大宗画椅，救 '!Jr <<后贝加尔》难民 o 0922年哈尔滨指

南}。

9 月" 9 日 4 哈尔滨市益发粮摆开业。 09，，35年全满主要地粮战调查书)。

:t919年 z e

3 月 28 日 z 哈尔滨市双合盛火膺资乍雄厚，为华商之冠，农业部为奖励实业起见，

特呈请国务院发给匾额一方， 借资提倡。《哈尔滨市制粉业》。

加尔巴钦油坊在香坊开业，设备先进，精制豆油向欧苦1，1 出口。是哈尔滨最早生产精

制豆油的外资油坊。(满蒙全书1922年出版〉平

原曲其果夫制盼厂，被吉银号吞并，改名为东兴火磨。《哈尔滨市制粉业)) • 

8 月 2 天丰东琅 i聋子道外开业。(全满主要地媲民调查书1935年出版〉。

1920年 z

I 月. ' 同茂相粮院在道外开业。(全满主要地粮接调查书)。

6 月 2 和聚公油坊开业。 (1922年满蒙全书〉。

， ， 8 月 z 双合盛油堵在香坊开业，经理是张廷阁，有资本30万元，动力为50马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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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压榨40付。(1922年哈尔滨指带~ ." ó

德}I眼福油坊于'顾乡屯创业 . çuft:油厂席三军l可)经理为重启旭，有资本20.‘万元，动
力为 54马力，水压螺旋榨29付。{哈尔滨'指南) è,,' 

马诺克眈面粉厂改为福兴恒面粉厂。 '. ( 哈尔滨市制粉业)‘ 4

10月 2 德裕魁粮校开业。(1935年全满主要地粮梗调查书) þ 

1921年 2

10月 z 天兴福火磨二厂在J.... 区开业。 ‘ (哈尔滨市市j粉业)，. 0 

1922年 z

4 月 1 日 z 滨江粮食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在道外北三道'街开1&0 0937年哈尔滨交

易所要览〉。

5 月 20 日 z 同大粮战开业。 0936年北满粮接调查附表) • 

1923年 t

7 月 s î陋、聚祥油坊于顾乡屯大马路创办， 经理:为相绍勒。(I~t32年满洲抽坊现

势)。

8 月 2 协昌永油坊〈现啥油一车间〉创建。 包93Z年满洲油坊现势) :. 

10月 2 东兴蔚粮!虫在道外开业卢. 0936年北满粮枝调查附表)。

1924年 z

2 月 1 民!驾时期人数最多的一家机械制米厂"蓝兴"于道外太古南十六道街开业ν

有资本8 ， 570元，年产量6 ， 300吨~ .' (哈尔滨特别市工商业如簿) ., 

.19注 6年章

5 月 z 天兴福四厂在八区开业。 《哈尔滨市制粉业 )) 0 

11月 6 日 z 发布东三省全区粮食禁止出境令。(哈尔滨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大事记) 0 

-1 92'7年 z

10月 1 日$宝隆俊粮楼开业。 . 093睁北满粮枝调查附表}。

1928年 2

万福广制粉厂被官银号吞并，改名为东兴火磨二厂(原曲其果夫制粉r改为一

厂) 0 (哈尔读市制粉业 Y 。

同聚祥油坊(现八区油广前身)开业i (1936年北满粮接调查附表〉。

同成和油坊开业。 ‘ 〈满洲油坊现势) o' 

1930年 z

双合盛制粉厂从瑞士和德国订购了全套新式制粉设备， 在原场地另建广房‘仓库、办

， 公室以及宿舍等。《哈尔滨市制粉业》。

1931年 2

天丰玉粮快开业。(1936年北满粮横调查表〉。

福兴恒面粉广改为福安面粉厂。(哈尔滨市制粉业〉。

1932年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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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目，德兴号粮楼开业.. (11) 36年北满模挠调查表) .. 

. "(月 2 协昌永油坊倒闭，重新开工后更名为协昌仁。(满洲油坊现势) • 

11月 19 日 z 永盛东粮撞开业。(1936年粮战调查附表〉。

东兴，火磨一、二厂被帝国主义以合资经营为名，强行收买改名为日满火踏一 、 一

γ。(哈尔滨市制盼业 ) 6 

193 3年 2

6 月 2 三泰民粮槐开业。(全满主要地粮槐调查书〉。

8 月 2 恒聚粮业开始营业。(全满主要地粮樵调查书) 。

11:月 2 哈尔读制 ;胁同业工会代表， . ，东兴火磨、双合盛、义昌泰、福昌源、天兴福等

丑户访问实业部和财政部，要求制寇对外输入关税 、 (哈尔滨市制粉业〉。

1934年 2

2 月 2 源丰和与德聚粮找先后开业。(全满主要产地粮战调查书〉。

8 月 2 日满目粉株式会社设立(伪满洲国史〉。

1935年 2

4 月，隆升益娘校开业。(1943年粮钱组合调查〉。

7 月 25 日 z 福昌号粮钱开业。 ι1943年粮枝组合调查)。

10月 2 义盛东粮技开业。(1943年粮枝组合调查〉。

1936年 2

福安面粉厂改名为天兴福第二制粉厂. (哈尔滨市制粉业)。

5 月 s 哈尔滨铁路局为照顾油坊业，对大豆运费下降40% 0 (哈尔滨市私营工商业，

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

1937年 r

1 月 1 日 z 义增倍限技开业。 0943年粮钱组和调查) • 

5 月 1 日 z 伪满州理公布主要产业统治法，其中制粉、制油业均在统治之内。开业

要请省市民的许司证，营业后要按年提出生产，经营计划与营业报告书。(哈尔滨市私M

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

193 8年=

7 月 10 日 z 哈市的小麦和面粉向市外运输需要限期的许可证。

9 月 27 日 z 满洲削粉在合会在哈设立. (伪满 州国史〉。

10月 1 日=东兴国粮击开始营业。 (1943年粮战组合调查) 。

11月 1 日 z 之聚祥油坊联营的棋院开业。(1943年粮民组合调查) 。

11月 23 日 1 " 成立盲尔滨面粉配给组合。 . ，(伪满洲国史) 0 

1939年 z

1 2月 6 日 z 公布小麦及制粉专业统治法。 (伪满洲国发布) 。

12月 7 日 s 公布小麦粉专卖法。〈伪满洲国史〉。

1940年 z 、

9 月 30 日 z 公布粮谷管理法。(伪满洲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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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2

5 月 15 日 z 成立哈尔滨喇坊'illc组合马 ; 飞1，0，4号年组合调查识。

7 月 28 日 2 公布七、 二五物价停止令。 (伪满洲国史〉。

1942年 $

2 月 28 日 z 解散面粉贩卖组合，成立专卖品贩卖组合。

4 月 8 日 z 公布哈尔滨生活必需品配给细则。

日 伪当局下令成立 "哈尔滨市剖油株式 22社"统辖全市所有的油坊，各油坊也郁1束

称工厂。(哈尔滨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

1943年 $

8 月 30日支出专卖法，小麦与面粉统由农产公社一手统治，各粉厂给 31加工。

〈哈尔滨市私营王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3 。

19 ，1 5 ~F : 

9 月 3 日 z 但百光复 ， 哈市处于无政府民态; 8 月下旬双合盛火磨经理?民廷阁为代

市长，组成啥市临时治安维持会。私营工商此制扮复业， 放L市亦见繁荣. (哈尔滨市档

案馆大事记〉。

194 6年E

4 月 28 日 z 民主联军进入哈尔滨市区 ， 哈尔滨解放。

l甘哈尔滨市接管制丰米厂 ， 更名为松江第一厂军娘工厂 。

7 月 19 日 z 哈尔滨市东兴公司成立， 赵耀华同志任经理.画

10月 2 裕民豆腐济改为裕民工广 (八区被食Fi!工rrú身，)， '" ( ~台尔滨八区制米广大

事记)。
i6月 10 日 z 哈市八家最大的是fb饿设智地坊 〈义昌信i 利民公司斗双合盛毛 恒详东、

永生和 、 源聚祥，兴东削油公司 ) 集体签定分过契约，四六分劈在利，提m实额奖金 ， ' 

主厂重大业务劳资共同负责。(ì喻尔滨市裆美馆夫事记丁。
10月 20 日 z 哈尔滨市政府决莓，为供 告市λð?;生带需要;免征豆油货切税q 、 〈 功尔滨

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 。

11月 2 哈尔宾市政带为抉功油坊 1k开工，发放无刊 flÇ款一千六百万元? 并豁免豆油

税i 使瘫痪的十家油房全部开工。 ， ( 1台尔读市私营卫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

12月 2 筹建北马路仓库，是现八区粮库前身。(哈尔滨八应根库库志〉。

1947年 z

2 月 2 东兴公司在顾乡设立粮库，第一任粮库主任秦黎。 (哈尔滨顾乡粮库库志〉。

2 月 13 日 z 市政府成立了根食调剂委员会。(哈尔滨档案馆大事记〉。

3 月 8 日 z 哈尔滨市政府为了防止代理琅店从中投机， 决定将代卖东兴公司廉价粮

食私商代理 !百取情，一律由合作社代销。(哈尔滨市档案馆大事记〉。

3 月 19 日 z 为防止坏分子技饥，哈尔宾市 :皮带公市"禁止市内挠食内外运铺"的布

告，并由东兴公司制寇居民用 ，媲食供应证，凡居昂用使一律凭证肉买。(哈尔滨市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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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

4 月 5 日 s 为保证亵食供应，市政带决定不准烧锅用粮食制酒。(哈尔槟市私营工

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

6 月 25 日 z 哈尔资市政府为了有计划供应食粮和掌握哈尔滨市现有存粮， 由 7 月 10

日起进行搜食登记。布告中规寇本市无论商店，住户或粮贩凡存粮四个月以上者(每人

每月战45斤计算) 一律向工商管理局登记， 领取存粮证。(哈尔滨市档案馆大事

记〉。

7 月 10 日 s 哈尔滨市工商管理局为防止奸商投机，将粮食市场集中道外十四、 十

七、承德街和道外南市场、' 新阳市场、顾乡市场、太平市场等八处。(哈尔滨市档案馆

大事记手。

8 月 24 日 s 哈尔滨市政府制定了面粉购买办法，并指定四十三处另售场所，居民，可

按规定到有近另售址胸买。( I台尔、滨市弘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

11月 10日 i 东总公司召集各区合作社负责人会议，讨论卖粮办法，决定对市民每人

每天~清费占+斤，同对臭te .a-司~人吐北~草地凋粮。 u合尔演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

义改造元事记〉。

12月 2 东兴公司到各地掏粮陆继运抵哈尔滨市，每日运到的约育二十火车〈每车30

吨)。同时也运进一大批大豆，以解决市民鞭油之用。(东北日报7 。

1948年 2

秋 i木公司近日满火磨植给东北粮食总局。

东坞公司 w萄褂芫卫广更吕为粮食公司制米广。(哈尔滨市八区制米厂厂志〉。

3月、~~日 z 理 1二昌{原粮食加工同业公会主任)盗卖公粮六万斤，被哈尔滨市人民

政府判企死刑o 东北日报) .. 

10月 2 东北粮食总局兴建一座加工车间 ，(现香坊粮食加工厂前身〉隶属于香坊第五

仓库，寇名为"香坊粮袜厂"0 -(香坊制米「厂志〉。

且必主2
2 月 2 哈尔读市政哺任命廖时光为东兴公司付经理。

2 月 21 日 z 根据 辛资两刊方针，劳动局在双合盛试订集体合同，以推广各厂。(晗 -

尔滨市档案馆大事记) 0 ' 

7 月 2 取 i肖根证，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哈尔滨市档案馆大事记)。

9 月 16 日 s 兴东油坊仓库被火烧光。

12 月 21 日 1 ('东兴公司向市场投喜大量画粉E 使市场面，胁呈饱和状态。(哈尔滨市档

案馆大事记)。

东北在食总局施至此阳， 原万面广制粉厂交给松江省粮食局， 改名为松粮制让

粉厂。

19&0年$

1 月 1 日 z 哈尔滨东兴公司改称中国粮食公司哈尔滨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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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松江省人民政府通知，为防止市场供求盲目生产而失常及避免浪费人力，

物力，决定禁止私人再开油坊业。(哈尔滨市私营工商业改造大事记)。

8 月 2 秋林公司将松粮制粉厂正式移交给松江省粮食局，改名为军粮五厂。

10月 2 松江省粮食局将香坊粮称厂改名为军粮加工六厂。

12月 1 日 2 哈尔滨市粮食公司将供应网点划分为三个中心区。

些应z
2 月 2 第一松江军粮工厂， 更名为 "松江省人民政府粮食局经理室直属第一

厂"。

7 月 2 哈尔注私营双合盛制粉厂，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决定捐献战斗机一

架

11月 15 日 t 哈尔滨市粮食公司将中心区改为中心营业部，并增设五个独立营业部。

r-~ ，1562年 z

一一一一 7 月 12 日 =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规定 z 粗粮细粮不准出口.

12月 2 松江省粮食局经理室直属第一厂，更名为"松江省粮食厅加工管理处军粮第

一厂。

义昌泰公私合营， 改名为公私合营哈尔滨加工厂有限股份公司。

1953年 2

1 月 z 军粮二厂，军粮三厂合并为军粮工厂，哈尔滨市粮食公司制米厂改名为军粮

三厂。永生和泊坊实现公私合营。

1 月 24 日 z 将原哈尔滨市商业局领导的"中国粮食公司哈尔滨市公司"划为市政府

直属单位，由市政府直接领导。

4 月 2 军粮三厂(现八区粮食加工厂)制米工马福章被机器皮带绞死。

5 月 15 日 = 哈尔滨市粮食公司领导官僚主义，将 1 月 27 日东北粮食部执行粮食"调'

拨价"的通知压下， 一直拖到 5 月份才开始贯彻，使得内部调拨款遭受近十九亿元的损1

失.

8 月 1 日 = 松江人民政府粮食厅、 工业厅联合通知"统一东北区面粉规格牌:

号"。

9 月 2 天兴福二分厂公私合营，改为哈尔滨天兴福第二制粉厂。

11月 3 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哈尔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席

召开会议，中心讨论了粮食的计划收购和城市的计划供应问题。

1954年 z

1 月 24 日 =上午十一时30分，位于道里区买卖街93号的私营双合盛制粉厂制粉车间

左生尘去z 主垦童庭和扭提盘查全塾晏毁。'
3 月 2 日， (( 哈尔滨日报 》 全文刊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3年11月 23 日通过的

"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军粮二、 三厂合并为第三制米厂。

4 月 7 日 s 东北人民政府在 8 月 12 日批准将原哈尔滨市粮食公司改为萨哈尔滨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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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粮食局，今日开始执行.

8 月 23 日=忠兴福制粉厂因19 35年 ， 在正|堡银行贷款四十万元直至光复尚未还，共

折合东北市五十九亿五十四万元。此系敌产 ，经人民法院判处，依法没收，故申请废业.

9 月 4 日 z 经东北局批准，李银生同志任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粮食局付局长。

10月 2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粮食局首任局长谭敬斋同志到职。

松江省粮食厅决定将原军粮加工厂四厂与军粮加工六厂合井，寇名为第六制米厂.

11月 25-29 日 z 哈尔滨市委召开粮食工作会议，市、 区、村三级干部参加.会议布

置了本年度征购粮食的任务。

12月 2 兴东制油公司，源聚祥油坊等企业公私合营。

1955年 z

1 月 6 日 z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公布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一条规定非经本

政府粮食局委托，无论公私合营企业或个人， 一律不准经营粮食 .包括杂粮、豆

油) 0 

2 月 2 松江省粮食厅加工管理处军粮第一厂更名为 "哈尔滨粮食局第一制米厂。

7 月 1 日 z 同成和油坊、义昌信油坊、天兴福第四制粉厂转为公私合营企业。

7 月 7 日 z 哈尔滨市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开展粮食节约工作的通知"·市粮食委员

'会成立，林肖峡任主任，吕其恩，高云帆，王飞云任付主任。

9 月 15 日 z 黑龙江省粮食厅将军粮一、三 、六厂及公私合营天兴福、义昌泰划归哈尔

滨市粮食局领导。

9 月 17 日 z 哈尔溪市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 ， 通过了".密尔滨市娘食定量供应

实施细则"。从十一月一日起开始实行。

9 月 23 日 z 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命令， 哈市由 10月 1 日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

11 月 1 日 z 全国各地开始使用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

11月 30 日 z 哈尔滨市人委批准制油业双合盛、同聚祥，和聚公为公私合营企业。

哈尔滨市粮食局决定将啥粮四库迁到太平区通港街十四号，正式命名为 U哈尔滨市

二棵树粮食仓库。"

12 月 30 日 z 在仓库系统开展了"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的"四无"粮仓活
.动 。

]956年 z

道外东义德、复兴、德兴三家小油坊合营后改为"公私合营复兴制油厂"。

5 月 1 日 z 义昌泰制粉厂与军粮五厂成泰益制粉厂合并，寇名为"哈尔滨第五制精

:厂 "。

9 月 8 日 z 经市政府批准，哈尔滨市粮食局成立"根食供应公司，采购贮运公司、

工业公司"处级单位) ，同时还成立了饲料公司〈科级单位〉。

11月 2 哈尔滨市八区粮库辞退的六十名临时工联名上坊，市政府有关部门参与事件
I的调查解决。

12月 5 日 s 根据省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哈尔滨市决定从12月 5' 日起施行面捞寇量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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