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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粮站二宇业、办公、宿舍漤

疑粮站办公、宿舍楼

罗湾粮管所全貌

汉阳粮站站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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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机油保管从一九八四年度起，

连续至今均获“四无”单位称号。图为

一‘儿八百．年获省粮局颁发的粮油保篱四

^和运输四无单位的合格证。

～九八四年全县粮食企业四站、

一厂全面整顿验收合格，均已由县人

民政府发给合格证。

城区．：站住进行企业全面整西i

fp灶立健全的各项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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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神县粮食系统老体协19 86年开展活动，

工作成绩显著，被市老体协评为先进集体。

职工自挑石垒砌的围墙之一角

县局财会检查组在瑞

峰枝管所检查帐务

县局举办市供业务培训班一管

薰t



城区粮站东街销售门市七十年代自

制半自动付粮器

饲料公司饲料生产车间

城区粮站东街门市六十年代
起用的手提付油器

粮油加丁厂附营业务豆浆生产房

饲料公司饲养实验场(养鸡)的一角 饲科公司生产人员班前培讲



城区粮站；村营挂面生产场一角

白果粮站．时营挂诅i生iI殳：寺

白果粮站附营养猪场

城区粮站粮油食品议销门市

城区粮站附营食品门市

汉阳站瑞峰粮管所附营配合

饲料生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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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古话说·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一古为今用，这是创业、治世的箴言，是前人

对于了解过去，以把握现在，更好地创造未来的重要性认识的精僻的归纳。编史修志，其

目的也在于此。它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好

形势下，全国掀起了一个盛世修志的热潮。《青神县粮食局志》正式脱稿问世。

<青神县粮食局志》是青神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粮食工作专业志，它记述了从1912年

起至1986年止，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政府所施行的不同的粮攻

方针，政策，对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所带来的不同后果。 ．

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贝|J和民国时期史料残缺的情况，对1912年至1949年问的

粮政工作，只能按照现存史料，作简略的记述。而对入民共和国建立以来(1950年至1986

年)，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和粮食工作的具体管理及成效

上，则记述较为详尽。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历史的原貌，记下了经验教动ll。从鉴古观今，把

握现在，展望未来的角度上讲，我想，‘青神县粮食局志》的问世，将有助于我县粮食工

作开创新局面，更好地为。匹化一服务，为子孙后代造福。．

编史修志，成书非易。编写同志从资料的摘抄、熟悉，印证到执笔书写，耗费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的辛劳的结晶，将永传于世。

从1986年11月组建编纂青神县粮食局志领导小组和编写班子到1-987年11月拟定初稿，

到1988年8月下旬，经过五次修改审定，历时近两年，但由于本志所涉时间较长，特别是

解放前资料的散失残缺，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并县与分县而造成的资料不全所带

来的困难，以及我们的编写水平与史学功底不足，致本志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

吝赐教。

《青神县粮食局志》在编写过程中，承蒙省，县档案馆，县志办公室及有关单位的同

志多方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l ，

．．

青神县粮食局局长 吕应金

一九八八年八月

旨日



编纂‘说明

一．本志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继往开来，为开创我县粮食工作

的新局面，提供“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史料进行编纂的。

二，编纂方法，采用“横排纵写"·即“横黟以粮食工作的购，销，加，调为经，

o纵乃以粮食工作各个方面的时间顺序为纬，以类系事，排列章节。

三，本志编纂以遵重客观史实为基础。贯彻新观点，选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按照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较翔实的史实记述，以全面反映粮食工作的历史面貌。

四，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本志对民国时期较略，新中国建立以来较详，

对历代田赋征收只作一般概述。 ．

’

五，本志上限为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但为了承上启下，对历代田赋章制状况，

简略追溯。下限至一九八六年。

六，资料来源·季各有关方面协助，提供查阅档案资料共2346卷，其中l省雅安档案

馆40l卷，青神县档案馆672卷，本局档案室1273卷，抄摘和复印资料共达104万字。同时，

还进行走访，座谈，本着求实精神，利用了一部份口碑材料，以弥补档案史料中的某些不

足。

对有关统计数据资科，民国时期以档案中资料取列。新中国建立后，五十年代初的粮、

油购销以原贸易公司和供销部门统计资料’一九五五年以前的农村耕地面积，产量，以县

统计部门资料，此后及粮油产、购，销、加、调均以本局各职能股室统计资科，财务成果

剐取自本局会计决算。 ·

． 七、本志编纂，采用语体文记述。所弓l用资料，均按原文，所涉及田赋征收和购销调

拨的数据计量单位名称，亦按当时历史现状，以存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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