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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位于大别山南麓，东北多山，西南滨临长江。境内山区、丘’

陵、，平原，大约各占三分之一。“全县耕地面积5 1．2 4万亩。其中：水田

33．62万亩，早地17．62万亩。"北部以大崎山为主举的有54座较大的

山攀，面积约20余万亩，南部大部分地区则河流、湖泊罗布，以臼潭湖

(1壅000亩)，黄草湖(1 4，000亩)为主的大小湖泊78个，涨水面积为五万

亩。(见《黄冈县三十年史料汇编。地形区域概况》)建国前，沿江滨湖‘

每遇汛期，则有20余万亩田地受淹，而山区土地瘠薄，经常受山洪和早

魃的危害。《湖北县政概况·历年灾害》(据湖北省人委办公厅档案处

1958年“月26日)叙及“黄冈东北地区民国十三．．四年，廊受旱灾，

年来水患频仍．尤以二十年为害最巨。滨江各区，苦罹浩劫。．"《黄

冈县简志》(一九入。年十二月)略谓： “民国十四年早，禾草枯

死。民目十七年夏，旱魔肆虐，农作歉。民N---I-’年洪水为患。"据统

计：从光绪十三年至民国二十六年的五十年中，就有二十二年的较大

水早灾害。《中国经济年鉴二册下》(民国二十三年)载： “民国二

十三年全县被灾面积645，240亩"，占垒县总面积的48．6％o《湖北省

统计年鉴》(中华民目三十二年)亦有“黄冈县民国三十二年， 滨

江堤溃，淹没田亩27，000亩，受灾面积338，01 o亩"之说。的确，

自然灾害，是我县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旧社会，凡是遭灾

地区，贫苦人民，只能离乡背井，卖儿鬻女，甚至易子而食。《湖北

省统计年鉴》记述：“黄冈，民国二十年洪水为患，沿江堤坝，多有

淹没之处。加以山洪暴发，一片汪洋。溺死者，一棺莫获，逃生者，

四顾无门。人民 数以万计口"那时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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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不管人民死活。群众中畲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歌谣：“家佳黄

’冈，缺衣少粮，吃尽茹蒿野菜，含着眼泪逃荒。"这是1日社会黄冈人

民悲惨生活的莫实写照。
’

．

在粮贪生产上，建国前，由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加以穷山恶

水为害，致使生产停滞，农村凋蔽。且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

建主义的压迫，少数地主阶级，占有大量的土地。据统计， “全县总

人口58．1％的贫雇农，只占土地面积52,．3％。(据《黄冈县三十年史

料汇编》)。因此，常年粮食产量极低。一般年景粮食总产量只在25，000
。

万斤左右徘徊，全县人平口粮亦只二百斤之谱。(凡建国前的数据，

一均包括新洲县在内，．下同。)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名目繁多，占地方财、

政收入的40一60％，人民负担越来越重。据《湖北省统计年鉴》载：
。

似民国三十一年规定征额数6．75 1，000担， 随赋带征稻谷l 0，586，000

担，髓赋带征县级公粮l，598，000担， 三项合计为1 8，935，000

担。比本年稻、麦、、杂粮总产量1，794，000担， 超过17，141，000 。

担。占粮食总产量的9．5 6倍。由于元粮可征，则实征数为1，598，000

， 担：民众剩余粮食199，000担，按849，3t3人计算，全年人平只有 ～

2,3．17斤。，，国民党政府，为了压抑粮价和挽救粮荒，民国三十年和

民国三十五年前后，舍提出什么“平价粜米"和“计口授粮，，(又叶

户口米)，不但不能挽救粮荒，反而带来严重恶果，终于以失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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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市场上，地主官僚资本家大搞囤积居奇，对粮价暴涨暴跌， ，

贱买贵实，大斗进，小斗出，渗砂兑水，残酷地剥削劳苦大众。每当薪粮

， 登场，地圭、粮商就乘机压价收购，一到青黄不接，就抬价出售。季节差

价，一般在50％以上。青苗价，一般是一担还两担，甚至几担，造成+“大

雪纷纷下，柴米油盐都涨价”的凄菩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长期陷入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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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贫团的境地。陶店尹家垮农民尹丰友，民国三十四年秋，售出稻谷

六担，每担只两元多，翌年春购进时，每担涨到四元八角。他拿地主

王四伢的发涨麦，一担小麦四担谷，到第二年其转入担谷。浸有办法，忍

痛地将仅有的二斗田卖了还债。团风镇粮商畲顺和，在秋粮上市时，

‘每担米上涨到80多元，涨价将近20倍。

就我县粮油贸易行业而言，由于粮盒生产水平极低，不得不依赖

邻县浠水、麻城和外省湖南、‘四川，江西等地输入，赖以维持最低生

活。同时，我县粮油经营，建国前均是个体或合伙形式，由于供需量

大，而市场也较活跃。因此，粮油贸易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停滞，

鼎盛，萧条、恢复的阶段。清宋时期(1882—19“)，由于农业生产

的发展，长期处于缓慢阶段。大多数地区的农民，跟市场上的联系是

偶然的，稀少的，而自给自足的农业和小商品生产性质的手工业，

则占社会生产的绝大部分，对粮油贸易经营的范围，业务不大。据统

计，全县从事粮食经营的只有54户，234人，年经营量1，186担，平均日

经营量900担，户平均21．95担。从粮油商业角度来看，元疑是处于停滞

不前的状态。辛亥革命之后(1912—1937)，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有

所发展，市场需求增长和商业资本的极其活跃，作为国计民生的重要粮

油商业渐趋繁荣，从事粮食经营的已发展到125户，从业414人。年经

营量达605，400担，平均日经营量2，?28担，户日平均21．65担，被称

为鼎威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县黄州、堵城、团风，上巴河、沙

河图、方高坪、淋山河等地，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先后，均为日军占

据，全县的粮油行业就逐渐萧条，主要粮贸中心团风镇成为沦陷区，

其粮油行业户，均流离失所，而镇上从事粮食行业韵仅有两三户，生

意非常冷落。沿江一线的粮贸集镇的商人，均逃往四乡，-N避难，

二则合伙从事经营为生9这时沿江的需粮群众，则到附近的小集镇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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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而大量则往乡下殷实户籴米。山区和丘陵地区的粮油贸易行业，：

相对来说，又活跃一些。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的粮贸更为活跃。但是，

就全县粮食贸易经营量来说，还是萧条的。达时粮行，全县虽然有

1 59户从业502人，但年经营量j只267，6 90担，占上一时期的44．2 o,4。

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寇投降后，为粮食经营的恢复阶段。尽管国

民党政府操纵和破坏粮食贸易行业，但出于人民生活的需要，沿江一

线以团风镇为主要的粮贸市场又蓬勃兴起。浠水的粮食大量输入我

县，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状况。达一时期，粮食贸易行业户，上升为144

户，从业447人，年经营量达514，500担，日经营量2，374担，户平15．8担。

坤华人民其和国的成立，宣告了1日的剥剖阶级经济制度的复灭，，

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诞生，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充分调动

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不断上升。1953年，全县粮食总

产量为23，280万斤，1982年上升到58，650万斤，增长2．52倍；纯贡献

l 953年3，068万斤，l 982年增加到14，18 9万斤，土莒长4．62倍。农村人平

口粮，1953年535斤，1982年为718斤，-人平增长183斤，增长25．48％o

粮食生产的发展，给做好粮食商业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作为社

会主义商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粮食商业工作，与国计民生关系极

大，它对巩固和发展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极为重要。三十三年来，党中

央、毛主席、周总理十分重视粮食商业工作，为粮食商业工作制定了

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1950年粮食贸易公司，担负起全县的粮食购

销工作，粮盒经营仍然是自由贸易。一是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

’社)；一是私营(私商和个体农民)。这个时期贯彻的是“大购大

销，保证军需民食，稳定粮价．促进生产，巩固工农联盟"，和“加

强收购，掌握销售tl的经营方针o 1953年，我县便实行了粮食统购统
、

销：保证了国家购销计划的平衡，使粮食工作走向科学化、计划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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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的新阶段。从1 954年起，在农村坚持贯彻留足“四留，， (口

粮、种籽、饲料，机动)和收购余粮的政策。通过“四留，，划清了

余、足，缺的界线，执行了“收购余粮，合理供应"的方针。与此同时，

还贯彻中共中央财经工作会议提出的“统筹兼顾，层层负责，划清范

围，因地制宜"的粮食工作经营方针，对清费区，灾区，经济作物区和城

市工矿区必须保证粮食供应。1955年，贯彻执行了粮食。。三定矽(定产，

定购，定销)和盒油“一留加奖，，(农村盒油实行全购全销，除留足种籽

外，口油按实有人口发票供应)的政策。同年九月，我县对城乡居民开

、始实行了九类人口分等定量供应。1965年，又实行粮盒征购任务“一

定三年不变"的政策。从1971年赶，将“一定三年不交”改为‘“-一

定五年不变刀的政策。1973年，为了发展棉花生产，对集中产棉区实

行粮棉“五定"(定棉花种植面积，皮棉产量，皮棉交售任务、自产

粮、口粮标准等)的政策。为了解决棉农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

1980年，开始实行粮棉挂钩，对棉产区实行“五定一奖"的政策。

t。 1 982年，是党和国家对粮食工作实行重大改革的重要年代。达年，

国家对农村实行农商合同，粮食仍规定了定购和超购任务。印完成定

购基数按统购结算，在原来“一定五年不变"的基础上，实行购销包

干。九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

映在粮食商业工作上，是粮贪议购议销，实行多渠道经营，这是粮食

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对促进各项工作，提高经济效釜取得了最好效

果。由于国家对粮盒统购统销政策的正确实施和粮食制度的不断完
。

善，促使粮贪工作也不断发展，带来粮油业务各个环节的巨大变化。

在粮食保管上，解放初期，发生危粮全靠两手双屑，风溜翻晒处理，

现为科学保粮。它经历了“五十车代靠力气，六十年代靠药剂，七十

年代靠密闭，八十年靠科技刀的发展过程。调运上，五十年代初期，



粮食调拨、集拜，全靠人力屑挑、红车搬运和竹簿，民船运输。歪

1 958年，县粮盒局成立了汽车队，当时仅有三辆汽车，1 982年发展

到十六辆，拖车十一部，从而不再受运输部门运力的影响，保证了

调运工作的顺刊进行。在加工工业上，建国后，经历了 “从元到

有，从小到大，从土到洋"的发展过程。它无论在生产能力， 还是

在生产技术，设备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上述情况，充分说明

粮食系统通过购、销，保、调、加等商业活动，确保了市场粮食价

格的稳定，这对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对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

展，对巩固工农联盟，均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总之，粮食统购统销，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剞度。它一方面用社

会主义的粮食市场，代替了粮食自由市场，另—方面由‘国家直接深

入到生产和清费单位，按照一定的定额和合理价格，有计划地收购和

销售粮油。这样，从根本上消灭了危害人民的粮盒投机活动，从而有

效地解决了“军需民贪”和遭灾地区的粮食问题，把粮食分配纳入了

国家计划轨道o．_ 、． 一 一，

‘由于生产的发展，带来粮油业务的扩大，购销网点遢布全县o

1982年粮食商业职工队伍，扩大到1，443人，较1950年的62人：瑁长

23．27倍。如今分配和购销之合理，储粮损耗之低，调运效率之高，

加工成本之康，粮食价格之稳，以及对清费者服务之周到，都是旧中

国粮盒企业所根本无法比拟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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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路咀粮站管理所 李德明摄

团风粮油储运站 徐沉卿摄

飞膏



团风油厂-_打 李德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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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风粮油交易所



黄冈县粮食局汽车队

贾庙粮油管理所杜皮粮站 李德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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