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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盛世修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毛泽东、周恩来同

志曾积极倡导。1956年编纂地方志曾列入国家科学十二项规划

二十个重点项目之一，1985年国务院正式把编修地方志工作列

入国家“七五”规划，全国出现了“盛世修志”、“众手成志"

的喜人景象。1991年5月2 1日区粮食局召开了第一次修志编

委会议，先后抽调六人，组成局修志办公室，专职编写((津南

区粮食局志》。

本书从1991年5月着手准备，成书先后经历了走访学习，

拟送篇目，搜集资料，建立卡片，纂写初稿，自评报区；修改

稿件，定稿印刷四个阶段。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提前始成此书。

本书，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可信性、可用性，是粮食部门一部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工具书。

本书为我局第一部志书，是记载全局建置以来，从政治到

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较全面系统准确的全局

大观的综录。其门类齐全、资料准确、权威性高，具有重要的

参考和使用价值。

编修社会主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

主义文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

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古人云j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

以志为鉴。《津南区粮食局志》作为一局之全史，是新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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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书，希望余局广太领导干部和读者鬻舔好地裁餍这泰书，帮

究逸拳书。奥正起到“资政、教化、襻史”的作用，为发展津

惫蘸穰食经济贾蔽秀蹙。

《津南区粮食局忠》编纂耍员会

一九丸二年卡一翼



凡 例

一、本志是全面记述津南区粮食局历史和现状的社会主义

部门志。

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三、按照“立足当代、详近略远、详今略古、详独略同”

的原则，据实直书津南区粮食局的历史和现状，旨在存史资

政，教化后人，为振兴津南区粮食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

四，上限一般自1949年，有的事物为追述历史渊源而适当

上溯，下限止于1990年。

五，采用记、志、叙、表、图、录等相结合的综合体例，

按章、节、目序列编排，自开卷依次设前言、凡例、目录、概

述、大事记、正文、附录、后记。

六、记述地域范围，以志书当时阶段所辖行政区域为准。

七、所用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以公斤制，用千克、公斤、

吨书写。所用货币，一律以人民币为核算单位，以“元”或

“万元”．表示。

八，记述的历史纪年，一律以公历年份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

九、对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等名称的书写，在



行文中第一次书写时，一律用全称，褥次出现酌用简称。

十、对建国以来历次玫治运动，遵循“宣粗不宣缁"、“宜

分不宜合》瓣源舞，不设专门章节谮逑，两敲记子《大事记》
及有奖章节中。

卡一、资料寒嚣f4泛，瓢予麓餐，不一一澄襞鑫赴。各释

统计数字以局档案资料提供数字为准。

十二，为了便予=l二侔，将1991年～i952年阀之大事，篱要
记述予附录巾。

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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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天津市津南区粮食局，座落在咸水沽镇。咸水沽历史悠久，

为天津七十二沽之一。据《天津县志》记载： “咸水沽在县东

南六十里，即古之豆子航也”，查《隋书》，平原有的豆子

航，负海带河，地形深阻，群盗多匿其中，大业七年刘霸道聚

众于此。《方舆纪要))： “隋大业十二年，河间贼帅格谦据豆

子航，称燕王，王世充击斩之”。《括地志))云：“自勃河至

平原间，滨海煮盐之处，土人谓之豆子”。说明咸水沽从隋代

就有人居住，以煮盐为生，并曾发生过农民起义。又据((地理

通释》称； “河间之豆子航，今咸水沽也。东去海四十里，地

斥卤广数十里，宋时置戍于此”。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根

据沧州节度使何承矩等上书建议，在沿海负河一带屯田种稻，

以后经历代断续经营，遂使斥卤之地，成为鱼米之乡。元朝定

都大都(北京)开辟海运，南粮北调，咸水沽处海河尾阅要冲，成

为漕运线上的一个繁华小镇。明代及清朝属河间府静海县，雍

正八年天津设府，将成水沽划归天津县，成为天津南乡七镇之

一。咸水沽地处天津与大沽口之间，曾是海河东流必经之地。

咸水沽是津南区三镇之首，区政治、文化、工商业中心，天津

市的重镇之一，距天津市区二十余公里，是葛沽、小站一带陆

路到天津必经之地。

津南’区土地逐年减少，粮食生产逐年增长。全区人口，1949

年134．600人，1990年356．521人。耕地面积’。1949年236．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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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1990年227，540亩。粮食总产量，1949年4470．5万公斤，

1990年70 12．24万公斤。

机构沿革。津南区粮食局历史悠久，194941月天津解放，

同年5月建立粮食机构。到1990年，建国4 1年来，滓南区粮食

部门机构变动频繁。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1966年至1976

年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机构调整多次，出现了较大的曲折和

反复。曾与天津市河西区商业局、粮食零售公司，南郊区商业

局，大港区粮食局等单位，合而分，分而合；时而政企分设，

时而政企合一；时而为附属机构，时而为专业机构，使粮食工

作的领导和管理曾两度被削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津南区粮食部门的机构基本稳定，内部机构不断充实、加

强，适应这段历史形势的需要，促进了粮食经济的发展。

基本任务。津南区粮食局，既是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又是粮食企业经营单位。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保证全区人民和驻军部队的军需民食供应，支持工

农业生产发展。这是津南区粮食部门的服务宗旨和基本任务。

41年来，认真贯彻了国家和河北省、天津市地方政府的粮油购

销政策，搞好以粮洫购、销，调、存、加为重点的科学管理，

科学保粮，优质服务等全面粮食经济工作。在五十年代至六十

年代，具体贯彻了以小站稻商品粮为主的大购大销政策；在七十

年代，具体贯彻了农业生产稻改旱自产自销、多购少销的政

策，在八十年代，具体贯彻了定购压销、议购议销政策，1990

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具体贯彻了稳购、压销、调价、

包干政策，全面完成了粮食工作任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

贡献。

经济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经济不断振兴。

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在上级党、政的正确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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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全面完成各项任务，经济繁荣，效益倍增，成绩显著。

粮食征购，1 953年至1990年完成1 98，422．05万公斤，含合同

定购823．05万公斤。粮食超购，1 971年至1983年完成6，323．12

万公斤。粮食销售，城镇居民平价销售160，813．12万公斤，

议价销售78，010．13万公斤。粮食调入，1 955年至1990年

302，134．62万公斤。粮食调出，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至

1965年农业生产稻改旱之前，津南区所收购之稻谷，除少量留下

加工外，全部调往天津市和军粮城机米厂。粮食、饲料工业生

产，粮食加工生产，1958年试验性筹建，由12个小型加工厂，

后调整为制粉、挂面、机米、酿酒等四个生产车间，以销定产。

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到1990年，加工生产米类、粉类、挂面、

白酒、食品等16，645．36万公斤。饲料工业生产，1979至1990年

产量15，3,28万公斤。粮油仓储建设机械化、保粮科学化，经过

41年的努力，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四个专业性粮库，一个粮油

站站代库，仓储面积达281，953平方米。由苇席囤垛露天存粮和

土园仓储粮，一跃为砖园仓、简易仓、仓房，完善仓，防尘

仓、钢板仓等设施科学保粮。大力开展“四无”粮仓活动，1984

年至1990年，连续七年保持“四无”粮仓区先进单位。

基建工作显著，1957年始至1990年共建：仓房、粮店、宿舍

46，032平方米，投资814．92万元，其中，197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基建投资为781．21万元，占95．肆6％，建设37，946

平方米，占82．43％。经济效益显著，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党

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各级党政的正确

领导下，经过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经济振兴，效益倍增，

40年来节约开支104．33万元，节约粮食321．17万公斤，减少

政策性亏损766．39万元。1 989年10月1日实行新的粮食经营

体制改革后，经济效益倍增，1 990年扭亏为盈实现利润908万

3



元，完成天津市粮食局F达计划指标的145．3％，为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

能解放生产力、才能发展生产力、增强企业的生机和活力。

党政建设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发展，1950年党员4人，

到1990年发展为205人，职工队伍1950年37人，到1990年发展

为1，382人，党组织的战斗力增强，职工队伍不断扩大。

各业兴旺，业绩显著。在粮油供应工作中，以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态度，优质高效，保证供应，不断发扬粮食部门的

优良传统，赢得群众的信誉。随着经济的发展，职工生活不断

提高，职工工资总额1990年为195．57万元，比1955年的6．6万

元增加了32．27倍，1962年至1 990年调整工资7254人次，增资

额6．sT元每次人均增长9．37元l职工宿舍从无到有，由少到

多，缓解了紧张状况，1965年始至1990年发展职工宿舍1573间，

居住面积22900．40平方米，人均7．25平方米，职工福利费

1955年至1 990年开支206．24万元；职工教育蓬勃发展，在天津

市职工教育十年总结工作中，成绩显著，评为天津市人民政府

职工教育先进单位，受到奖牌表彰；坚持了生产和计划生育两

手抓的方针，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1986年荣获全国计划生

育工作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本志，为津南区粮食局志。上限1949年，下限1990年。主要

以建置沿革与组织建设，粮油购销，粮油储运，粮食饲料加工，

企业经营管理，人事教育，粮食豸蜓和屋屋管理等七章和附录
形式记述，全面反映了粮食行政管理与企业经营韵发展状况，

反映了社会主义粮食经济的发展规律，教诲后人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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