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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历史实践证明，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和重要的工业原料。

。民以食为天”j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粮食重要性的历史

总结。所以历代国家的统治者对粮食都采取不同形式的掠夺占有和

垄断，以维护其统治，古今中外同此一理。

旧中国封建官僚，地主、资本家掌握着粮食命脉，利用各种手断如

高地租、高利贷，低价购进、高价卖出垄断市场，操纵粮价等方

式进行变相掠夺．他们唯利是图，不管劳动人民死活。

旧社会虽有；义仓。(积谷仓)之设，只是空有其名，无补实

际，只给那些所谓的首议者或倡议人们赢得了美名，捞到了实

惠。在首议者(倡议人)分润，实权者j}4=扣的情况下，即使遇到灾

年能分到真正的黎民百姓手中的粮食，只是象徵性的点竣而己。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侵占中国时期，为了确保其大东亚战争的胜

利．通过他所扶持植的傀儡政府一伪满洲国提出，．以农业为立国之

本，以达足兵足食之目地。在农村实行强迫出荷粮制和城镇实行粮

～食供给制，从而掠夺了大批粮食运往日本，使中国劳苦大众过着饥

寒交迫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新中国建立后，．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粮食是

基础的基础，工农业同时并举的经济建设总方针。在六十年代毛潭

。东宇．席又发出：藏粮于民，藏富于民，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

召．这都充分说明了粮食在国计民生中是一项极重要的战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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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保证了国计民生的计划需要，满足

了人民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落实了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更进一步调动起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出现了粮食生产翻番，农民

丰衣足食，人欢马跃闹生产新气象。广大农民赞扬说：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使劳动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

为使人们温故而知新，，鉴古可知今，充分认识粮食工作的古今

之变，熟知得失之理，通晓事物发展全过程。并藉以激励粮食

战线的广大职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本职工作，在进一

步开创粮食工作的新局面中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谨将我们蓖集

到的有关粮食资料，整理汇编成《依兰县粮食志》。全书共分为

基本情况、业务、党团组织、综合等四篇，二十二章，六十八节，

，约十六万字。断限上自清朝雍正十年(I 7 32年)起，下到一九

八四年末止。以年系事，以地域为中心，列述了粮食机构的产生与

沿革，党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及人事更迭，历年粮食购，销、调、

存、加工、供应诸方面经营管理方式方法的发展演变与统计数字

等、以供粮食工作者参改。

《依兰粮食志》编写组

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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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兰简。介
‘

’

、依兰旧称膏三姓”。历史悠久，物产富饶．很早就是祖国东北一

边陲的水陆重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远从宋朝(此地为

辽金时代)辽邦就在这筑有_五国头城”·(遗址在县城驼2．-lb．。北宋

的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即囚禁于此)．近自明清到民国时期均在‘

这设有依兰府，兵备道等文武衙门。在清代是-吉林三边一(三姓

、宁古塔、珲春)之一。_民国时更有。三姓京一之称．县城位于两

江(松花江，牡丹江)、一河．(倭肯河)汇流处的松花江南岸，这． 。

里江运可上溯哈尔滨市，下航可通佳木斯、富锦以下各地。是哈尔

滨以东松花江下游的军事要塞和水陆交通枢纽，是舟船云集；百货

充盈的一大都会；。特别是粮食、木材等物资的集散基地，附近的勃

利、桦南等县的粮食均运来依兰销售。据县志记载，民国四年(一

九一五年)曾开辟依兰商埠地。埠地范围，由县城北门外起，北至

松花江南岸止，总面积为三万九千余方丈。后因经费不足，停顿数

年，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再兴埠业，大加扩充，南自县城北

门，’北至松花江沿，东自倭肯河西岸，西至牡丹江东岸，总面积达

九万六千余方丈。商埠地内有公园一处，学校一处，有戏楼、茶

团：饭店、商业店铺等多处，共有居民二千一百余人，韭有外事、

外商驻在机构，有外侨多人，是当时三姓城的繁华之处。

．全县人1：I：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十九年(一九三O年)统计

全县总人口为一十九万一千三百五十二人．伪满洲国康德二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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