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瓣

黧
饕



冬
．遐

、’)

并
写夏

禽



I——



泗县粮油食品局办公楼一如

稂油食品局全体工作人员



2

修志领导小组成员

左起前排t刘运科．陈伦启、张传宝，普锡铭，周家典，祝庭柏

后排l曹群，杨礼洲、Ett德炎、李新哲、胡珠庭，胡业明，黄石伟

修志人历

左起前排t王指南，孟庆安，轰兆珍

后排。李长玲，黄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泗县历史悠久，古有盛名。然在旧中国，因匪盗，兵燹的残踏和灾荒

所致，满目疮痍，生灵涂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放府领导下，经过三十余年的艰苦奋斗，泗县面貌焕然二新。一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

期，路线正确，民心顺畅，社会安定，’民风崇尚，工业腾飞，、农业大

兴，城乡巨变，市场繁荣，处处生机勃勃，令人振奋欣喜。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一项主要

内容。《泗县粮食志》在泗县县委、县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县志

办公室直接指导，粮食局原任工作人员大力支持，修志小组的同志广

泛涉猎资料，‘认真鉴别真伪，1辛勤笔耕，三易其稿，完成此举。在编

写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坚持膏详今略古一，一实事求是"的原则，

系统地记述了我县粮食的产量、购销：储存、调运、管理诸方面的情

况，总结了经验教训，探索了发展规律，为今后改进粮食工作，兴利

除弊，提供了鉴借。 一 “

当前，正值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人们迫切需要一部反映泗县粮，

食工作全貌的志书，以借古识今，继往开来。今天此志草创已就，我

县粮食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如愿以偿了。我们应当珍惜它，运用它，

使之成为历史的明镜，鼓舞我们开拓前进，振兴中华，建设泗县。

《泗县粮食志》的写成，承蒙县志办公室的同志热情指导和从事

粮食工作的老前辈大力支持，深表谢意。

曹锡铭



凡‘例 、J．一．．

一“

～

．．一、本志取事，上至1933年，下至1 984年，个别章节延续1 985年6月

止。

二．本志立概述、大事记、志，录、图、表六大类，共九章二十三节，

约九万五千字。章，节分类清楚，层层所辖，符合科学性，逻辑性。

‘．7三、志书采取以时系事，横排门类，纵写事实，以横为主，纵横

结合的方法，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

i四、本志的“概述挣，意在指粮食部门大事大略。I ．。．、：

．j五、 盯大事记”按年代顺序，载本系统所发生的和有关的大事。．

．六j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本局各股、县档案馆、统计局：财政

局和召开座谈会，走访知情人。资料翔实，数据可靠j．．‘ 。，|．：．’

， 七、本志的文体，采取白话文，叙述体和记事本末体，通俗易懂。’

．． 八、本志在统计数字上，粮食以“万斤”为单位，油料、油脂以

Ⅳ百斤”为单位计算。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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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县位于淮北平原。人口64万5千，耕地142．277亩。盛产小麦，玉

米，大豆、红粮、稻子、白芋、芝麻、花生等。人民勤劳智慧，富于

奋斗精神，在这块土地上曾为国家创造不可估量的财富。

在旧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河道淤塞，土

地荒芜，水旱灾害频繁，加之兵燹、匪患，致使间井萧条。地方官吏

对农民巧取豪夺，过着奢侈谣逸的生活。地主、奸商垄断粮食，控制

市场。粮食上市旺季，官商合一，压价收购；．青黄不接，抬高粮价数

倍。真是拼谷贱伤农，丰收成灾”、 “荒时暴月，米珠薪桂”。人民

债台高筑，生活苦不堪言，逃亡异乡谋生者甚多。1649--1669年(清顺

治五年至康熙七年)，泗县男丁22860人，逃亡达19521人。真乃甜千村

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泗县人民经过土地改革，

农业合作化，兴修水利，大办农业，积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

路，粮食产量逐年提高。1 955年，全县耕地面积1 73．7万亩，总产量

30979万斤，平均单产180斤，较1 949年单产94．7斤，提高近一倍。同

时，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政策，认真抓了粮食的分配、

交换、流通和储存工作，严加市场管理。三十余载，粮价稳定，人民安

居乐业。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

制，粮食产量成倍增长。1 983年，全县粮田面积I 1 5．1万亩，总产量

71634万斤，平均单产622．2斤，较1949年单产94．7fi-，提高5．6倍。呈



现出民康物阜的好局面。征购完成23955万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充分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在旧中国任何朝代都是无法比拟的。

纵观泗县所取得的丰硕成就，都是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人民

发挥了聪明才智而努力奋斗的结果。



大 事 记

民国二十二年(1 933)四月六日，行政院规定废除两，石制，一

律改为国币征收。
‘

民国三十一年(1 942)，泗县成立财粮科(共产党政权)·

民国三十二年(1 943)，征收公粮实行膏定等累进制一。淮北苏

皖边区公粮征收条例规定为十一级，按等级规定征率。

民国三十七年(1 948)，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农业税征收手

册》规定公粮征收仍按十一个等级，实行Ⅳ定等累进制”，但税率相

应提高。

1 949年4月，成立泗县人民政府粮食局。

1950年，成立泗县粮食公司。

1952年12月，粮食公司并入粮食局。

1953年11月，国家实行粮食，油脂、油料统购统销政策·

1954年，在南典建立小型面粉加工厂． ：．

1 955年1月， 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安徽省地方粮票，料票，城乡

一律实行凭票售粮。

4月， 接收原由供销社代购代销粮食业务．

5月，县油脂公司并入粮食局。

8月，泗县学习宣传贯彻国务院命令实行定产，定购、 定

销的膏三定一政策。

1 956年l o月，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发布贯彻霄三定一政策， 。三定



到户，三年不变，有灾照减，增产不增购”的原则。

l 957年，长沟粮站500万斤容量的苏式仓，被龙卷风刮倒二间，

容量1 00万斤。 j—

1958年，成立粮食局马车队。

， ；?_ 。，成立粮食局大寺综合加工厂。

I 960年，泗县南场兴建日产1 5万斤面粉厂一座。．·
‘

I

1964年，区镇设立粮食交易所。 ．．

1966年6月，开展+打文化大革命”，成立造反派组织。 ．’I

I 968年，区镇粮食交易所撤销。

。：，|+1
i’

I 1月，泗县人民委员会粮食局改为泗县粮食局革命委员会。

’j：1969年7月，原欠预购定金和赊销粮款3834353．50元，报经省粮

食厅批准豁免。 ，r’

I 970年，泗县粮食局革命委员会改为泗县革命委员会粮食局。

泗县革命委员会粮食局改为粮棉局。 』
‘

I 971年，泗县革命委员会粮棉局改为粮食局。 ’

：j 8月，粮食征购任务由．搿一定三年不变”，改为7Ⅳ一定五

年不变”。 j‘

。‘

j

．。‘1972年，。城关粮站首创全省全自动售粮器。

1975年，县粮食局新建办公大楼一幢。

粮食局马车队改为粮食局汽车队。

1976年，省粮食厅发来贺电表扬泗县粮食局全系统实现职工无欠

款，区药费不透支。． -

1978年，泗县革命委员会粮食局改为泗县粮食局。0 一j ．． ：：

'+1 980年9月；。成立粮油饼肥议价公司。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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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81年，经省粮食厅批准泗县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泗县发往上海、

芜湖、蚌埠等地的粮油，由原经宿县地区粮库中转改为由新汴河水路

直发，减少中转环节，节约了费用，省粮食厅拨专款5万元予以奖励。

1981年10月，建立粮油食品加工厂。

j ．1982年，泗县经营管理被评为全省先进单位。

1983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下达，政策放宽，粮油市场开放。

1 984年1月，粮食部门兴建前店后坊。

4月，粮食局改为粮油食品局。

6月，成立饲料公司，同时兴建饲料加工厂。

一． 12月，粮食入库量23955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一

12月，成立粮油食品工业公司。十四个独立核算企业完成

企业整顿任务。 ：’

1985年1月，粮食统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

1985年2月，经省粮油食品局批准，投资180万元，建面粉厂精

粉车间，日产精粉20万斤；投资260万元，建油厂，日处理油料8万

斤·。

2月，商业部和省粮油食品局合资248万元，建粮食中转

储备库仓容4000万斤。

?
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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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置沿革

建置沿革是指粮食机构的建置、内部设置和人员更迭三方面0髓

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粮食业务不断扩大，为了适应新情况，i内部设置

逐步完备，职工队伍逐渐扩大，对搞好粮食工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p。 第一节机构建置 一

：一1942年‘，泗灵雎县政府成立财粮科。区设财粮区员，乡设财粮员0

当时正处抗日战争，其任务：征收和管理公粮，供应部队、地方武装

和党政工作人员的口粮。’ ：一’ ：‘+I：|．’。一：：；：

i949年，建立泗县人民政府。1949年4月，财粮科划为’靠泗县人民

政府粮食局”、 搿泗县人民政府财政科一两个单位。l 950，年成立泗县

粮食公司。， ，．

。， ，，：。，：一、√’

1 952年l 1月，粮食公司并入粮食局。1 955年5月，油脂公司并入粮

食局。 ，，’∥_。i

1 968年，泗县人民政府粮食局改为泗县粮食局革命委员会。1 970年，改

为泗县革命委员会粮食局。1 979年，改为泗县粮食局。1984年，随着经

济体制改革改为泗县粮油食品局。 ．．；

第二节 内部机构设置
一

。，，

“

f-j

1949年-，泗县粮食局仅设会计股。1951兰T=-，增设储运股、农税股。

1 952年-，泗县粮食局会计股改为财会股，增设人秘股、经管股，计划股，

＼ 奠，

b



撤销农税股。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成立搿泗县粮食局革命委员会一，撤销

股，设政工组，生产组，办事组。1978年，恢复泗县粮食局，下设人事

股，秘书股，财会股、计划股，购销股，工业股，储运股。f979年，增

设职教股，纪监股。1980年增设粮油饼肥议价公司，1983年，改为粮油

议购议销公司．1 984年，增设饲料公司，工业股改为工业食品公司·

第三节人员更迭

1942年，王金铎任科长。1948年元月，芦岗岳任科长。1948年12月，

李长源任科长。l 949年4月，李长源任局长，钱沂任副局长。1952年1 1月，

仓克法任局长，娄冠伍、袁科任副局长。1 954年，娄冠伍任局长，陈延章、

祁佩刚任副局长．1 955年7月，任贻仁任局长，裴春友，乔连科．葛兴

扬任副局长．1 958年，李亚林任局长，刘文芝，马克标，王振全任副局

长．1968年11月，佘崇山任主任，单思美，周文举任副主任。1970年，

王永美任局长，王振金任副局长。1982年，王振全任局长，王凯，许克

让任副局长。1984年，曹锡铭任局长，张传宝，周家典任副局长。

附各股股长名单：

人秘股：

张宗福 张德斌 葛兴扬 芦长法 续 立 王 斌

皇甫瑞尉占贵 刘宣廷 许克让 姚现才 王玎祥

王克信 陈伦启 许光荣 冀绍生 曹 群

纪监股：

许光荣 李成伍 刘文栋杨礼洲

职教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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