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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粮食问题对国家、社会的影

响，有着举足轻重之势．民族的生存，一人民的生计，政权的兴衰无

不与之患息相关。然而，在旧中国三座大山的压榨下，天灾入祸交相

侵扰，荒害不绝，人民经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解放初，面对旧政：

权留下通货膨胀、物质匮乏的烂摊子，国家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

三十多年来，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粮食工作为平抑市场，稳定社

会，安定民心，保障军需民食，确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起

到了重大的保障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航道。以

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推行，给农业注入生机和活力，粮食生s

产突飞猛进。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得到扭转，多年紧张的粮食供求为

之缓解，并启动和推进了农村经济和各行业的发展。十二年改革，硕
果累累，世所瞩目。

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也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打下了坚
实的经济基础。盛世修志乃天下人的共识。

《桐梓县粮食志》刊印成书是桐梓粮食部门的一件大事，也是我
县新编地方史志的·项重要成果。这部专志，工程浩繁，四易其稿，

耗时两年，来之不易。这和粮食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人力物力的积极

安排是分不开的。志书凝结着粮食志全体采编人员的心血。其资料丰

富，内容翔实，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科学价值。它记载了桐梓建县至

今388年的粮政史和粮食工作演进之全貌，将为我县粮食工作的转轨

变型以及开拓发展，提供历史的依据。粮食部门的工作者，要使自己

自觉地贯彻国家的粮食方针政策，推进粮食体制改革，潜心读一读这

本乡土教材，知其来龙去脉，在新的实践中指导工作，将不无禅益，

我县在农林牧及财税、金融、商业等部门的工作者在兴桐富民的行进

中，亦可借鉴参考。 ．

祝贺《桐梓县粮食志》成书。祝愿新编《桐梓县志》早日成功。

县长 何国忠 19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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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在中华民族的治国格言中，有“国以民为本"之语， 对于“为

本”的老百姓来讲，安居乐业是他们的起码要求。而填饱肚子问题则

是每天都必须解决的，故又有“民以食为天"之说。由于如此，粮食问

题引起历代重视。

《桐梓县粮食志》记载了桐梓近四百年之粮政：封建王朝曾金县
储谷15757．8石，然仅可济半年之需，民不堪命； “甲子、 乙丑大荒

年"百里之邑饿殍盈野；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国营粮油购销之主体，

迅速稳定了粮食市场，并通过土地改革释出巨大能量使粮食生产直线

上升；1 957年全县粮食首次突破2亿市斤，粮食不断富足成为粮食上
调县； 惜1958年钢铁元帅升帐"，农村劳力大兴土高炉大炼“铁狗

儿"，致使大片熟透的粮食未能入仓，却虚报产量4。1 7亿市斤，同时又

办公社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加之“三年困难"致使粮库空虚，
“

瓜菜代"继而是蕨根、红籽甚至观音土充饥；幸有纠正“一平之调"，

征购“一定三年不变”，形势扭转；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不仅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粮食问题，而且进一步解放

了生产力，油菜籽收购首次突破3千万市斤，吃饭问题基本解决；改革

开放还使桐梓粮食行业的仓容建设、油脂容器、虫害防治、粮油加工、

调运、饲料生产，议购议销等都有了长足发展，确是今非昔比今胜
立匕
日0

一部粮食志，几多悲和喜。兴衰起落，后世当记取；何起何落，

来者应深思。切不可数典忘祖，也不要乐不思蜀。

《桐梓县粮食志》是桐梓财贸系统1 5个二级机构付印的第一本部

门志，实为可贺；这部志书的编修，历时二年多，艰辛自不待说，粮

食部门的领导和执笔者倾注了心血，堪为可钦。桐梓修志，曾为各县

倡，如今正在新修县志，更需各部门共同为之。

我才疏学浅，不敢当“序”之大任；但如今桑梓万里，加之也算

是一段时间的当事者且自感欠帐甚多，想出点薄力为乡亲偿还一丝

丝，故权为序。
刘 明

l 992年4月2日于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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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桐梓县粮食志》凡十五章，共20万字。

二、本志上起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下至1 988年，共记述其

间388年的粮政、粮食工作的历史及其现状。

三、本书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遵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规定，详今略古，着重记述现代，本着实事求

是之精神，揭示粮食工作的发展规律，如实反映我县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3 9年来，粮食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遭受的一些挫折，以存
史，以资政。

四，本志采用横分部类，以事系时，横排竖写，以横统纵，按类

设章，按章定节，．按节分目，传统志书记、志、图．表、录的体裁，

突出地方特色。
‘

五、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

懂。

1六、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建国

前。其成立后称建国后。明、清及民国时期沿用习惯纪年，括号内加

注公元纪年。 ．：

七、图表上之数据，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旧时币制、衡器沿用
习惯称呼，见章发凡，加以注释。为求一致性，重量仍用市斤制，斤

即市斤，百厅即百市斤。

八、为叙述简便，本志特用一些简称：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称商业部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称粮食部或中粮部

贵州省粮食厅(局)称为省粮厅(局)
一

遵义地区粮食局称地粮局、专粮局

中共桐梓县委员会称县委

桐梓县人民政府称县政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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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梓县粮食局称县粮局
X X区粮食管理所称X X粮管所

九，本志稿于l 988年4月开始搜集资料，初稿于1 98 9年12月完

成。因其编撰水平有限，缺点、错讹在所难免，敬请斧正·

·4·

《桐梓县粮食志》

编辑办公室
l 99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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