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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党和政府一向重视对她的继承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春回大地，百业俱兴，使之迸发出勃勃的生机。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定

团结，经济复苏繁荣，人民生活改善。丰富多彩．变化无穷的大千世界，新旧交替．转机纷

里的变革时期，既赋予我们记下历史的足迹，探索事业的规律，记取成败的得失，鉴古识

今，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又给编修方志提供了时代机遇。方志素来堪称民族文化的奇葩，

修好方志是一项既无愧于祖先，又造福于后世，更裨益于四化建设的千秋大业，不朽盛事．

盛世修志，势在必行。

合着时代的节拍，1984年底我局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资阳县粮食志》的编修

工作。面对汗牛充栋．头绪万千的历史资料，修志者甘于寂寞．潜心静气地铢积寸累，穷源

溯流．三年共查阅档案2539卷，论著20余部，鉴选摘录2575件，约200万字，采口碑数十条。

在阅档抄录的同时，一边试写一边征求内行的意见，四易其稿，于1987年底志书主体草或，

交县志办审议．得到认可与肯定，并给予奖励。后经进一步订正．增删，调整，并打印成册

奉飨领导与职工，通过审查认定及指正，再作了修改审定脱稿，

《资阳县粮食志》是本县建置一千五百余年来第一部粮食专业志。她记述了我县从1911

年～1985年间有关粮油的生产概况，流通手段，消费水平等产销状况和收支．购销的演变内

容，本质，特点。围绕这个中心相应记述了各项业务活动。因此，她既是新县志的组成部

份．又是全县粮食事业历史和现状的记载。

本志本着搿略古详今"、“略共详殊一，“略易知详难言打等原则，安排盘运材料。使

全志多层次点．线，面相结合l《概述》，《大事年表》全面综述，概括全貌，购销调存加

横排纵线，条分缕析，《大事专记》殊别于他，重点突出，从而以期深广交宜。

莫可妄断本志自身的价值，但期人们对她的关照，以资烛照开来，使人趋利除弊．扬长

·避短是我们的心愿。

鉴于史料浩繁，虽经多方采集亦难尽览无遗，更由笔者孤陋寡闻学识浅薄。本志定难尽

人意。其疏误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教．以襄去璞归真．并对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机构和同

赢深表谢意， ·

絮资阳县粮食志》编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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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内容包括粮食I油料和现代饲料三大类商品的管理，但因传

统习惯以粮食为代表，故书名定为《资阳县粮食志》．

二、本志力图以翔实可靠的材料，较为全面、系统，科学地反映时限

内资阳粮食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反映粮食工作与国民经济的内在联系及其

地位作用，以期达到嗜史，资治、教化一的旨意。
三、本志闻架结构以两段设计编纂。从19ll～1949年为上篇计八章二

十七节，1949—1985年为下篇计十七章六十四节，上下篇二十五章和卷首

共二十八万余宇。其间除因事而异按需要和可能上溯外一律在时限内记

述。本志以建国后为重点．但鉴于历史的继承性、连续性的特点，以及欲

期可比性更为鲜明，故上篇也给予了足够的篇幅。

四、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历史辩证唯物

主义原理，求实存真，褒贬有椐，寓时代、地方、行业和方志特点于事实

之中。

五、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各篇章以志为主，分别结合采用

记、述、图、表等形式。 ，

六，历史纪年、地理、机构及职务名称、度量衡、价格等。均按当

时，当地习惯称谓。





1．资阳县粮食局全体职工及站、厂部份领导合影

2．县粮食局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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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丹山粮油食品站



7．样符粮油食品站职工宿舍

8-县粮油转运站油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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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资阳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沱江中游浅丘地带；处东经104。26707，，至105膏3705，，，北

：纬29。51715，，至30。17707"之间。东接安岳，乐至县，南邻资中县，西靠仁寿县，北襄简阳

县，全县地城1632．33平方公里，耕地117万商。一九八五年底县辖九区一镇，六十二乡

(镇)，其中12个乡级镇，23．5万户93．3万人，其中农业入口84．1万。

资阳县的历史渊源，以五十年代初在资阳城西发掘出土的人头骨化石一．搿资阳人黟为
证。十万年前的原始社会?资阳地区就有人类生息蕃衍了。二千一百多年前，即汉武帝建元

六年(公元前135年)资阳县城关镇最早设置县治(资中县)，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

年)正式定名搿资阳县一，清末辖属于资州，民国时期递次为成都府下川南道，永宁道，第

二行政督察区所辖，专署设予资中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资阳县～直隶属内江专区。

资阳县气候温和．雨援充沛，七质多沙壤，中性略偏碱，适应性较广。主产水稻，玉

米．小麦，红薯，大宗经济作物有油莱，花生，甘蔗，烤烟。以粮油为原料的土特产品，临

江寺豆办自民国以来即富盛名，《天府花生》远销海外． 搿宝莲"系列曲酒近年也多次被评

为部、省优质产品。

民国时期金县可耕土地既“多属硗瘠黟之地，县亦搿系地瘠民贫之区耖①，加之水和不

兴，旱涝为虐．耕地荒莞，战祸殃及，而致粮食产需相差甚巨，更由横征暴敛，租利盘剥，

而搿农民虽竭力以从事生产．犹有冻饿之虞弦②，即使每年均赖以向邻县安岳，乐至，资中

乃至金堂赵镇购入大置粮食，亦难解本县百姓枵腹饥馁。 。 ．

自民国廿九年(1940年)以来近十年，全县粮食年产置长期在110万石C约1．3亿斤)左

右，入平自产粮不到2石(约200斤)，产量最高的民国兰十二年(1943年)亦只有140万石

(约1．5亿多斤)，入平2石余(约260斤)，提当时《粮食消费调’鸯表》截称，自产粮．．“仅
足敷五，六个月之食用"· ．f．

一。

地出既泛，而赋额綦重，较地质．地产优于我县的资中、内江、川北诸县尤甚，常年赋

课什二．大荒殊年桐对更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大旱灾，赋额高达粮食产量的70％。

犹燕口夺泥。针头削绣，所余几罄。每逢青黄不按之季≯为剜肉医疮"， “又不知粜卖新谷

几许力@。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旱魃肆虐以后。舅连续三年灾荒，加之防区时代受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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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剿"， 搿全县下等贫民占70％以上黟， 搿食草根者有之，食白泥者有之纾。

生灵景况堪于倒悬，田赋征课何许年甚一年l

所谓田赋乃中国历代政府以土地为对象所征课的税项，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田

赋征实遂为国家的重要粮源，财粮一体亦是征实的结果。历史以往，田赋自“夏贡力发端

起，鲁宣公宣布矗初税亩一最早取代徭役租，尔后，暨唐初均主要征实，自此唐初搿租庸

调黟为粟，帛，力役诸征，唐中叶行“两税法斧则更为钱，粮并征，至明后期的群一条鞭黟

法即将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及此赋政凡三千六百余年。到清朝沿袭明制，但不同地区

又还有漕粮、自粮等项征粮’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照旧征钱，尔后一改沿袭三百六十余

年课银前制，而启征实旧规。

为推行田赋征实，民国三十年(1941年)九月资阳县改原征收局为搿县田赋管理处，，．

系经征机关(即财政机关)，同时裁撤县崩粮管会"而成立县政府“粮政科‘，充任粮政机

关，为一统田赋粮食征购，储运．加工供应等赋粮事务，又子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改

搿县田赋管理处弦为搿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并随之先后合并“县粮政科譬和“县储运处斧

等机构为一体。

民国三十年(1941年)执政当局，基于政治经济上的颓势，厄子财政．粮糈入不敷出的

困窘，在赋粮治政中，以征实为核心，先后制定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但总因预算浩繁，赋敛

不衰，兼之弊窦丛生，赃吏中饱，致赋入既不在官(国家)，粮欠又不在民，而使国民两

空。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民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

粮油生产。全县粮食、花生．油菜籽的年总产量分别由1949年的28873万斤，567万斤，91万

斤提高到近年的87530万斤．入平939斤(1983年)，2540万斤(1984年)．5000万斤(1985

年)，分别增长为三倍多，四倍半与五十五倍。社会人平占有稂九百余斤，三十六年计生1

粮食177．7亿斤、油菜籽3．3亿斤．花生果6．3亿斤。

为解决军政人员食粮．建国后半年由县政府及所属财粮科负责征收公粮。一九五O年七

月县人民政府粮食局成立，即接替财粮科征粮与支拨军政食粮之责。同年十月中国粮食公司

资阳办事处成立，负责组织市场购销．调剂余缺和平抑物价。一九五二年粮食公司裁撤并入

粮食局，遂为政企合一的粮政机构。这一时期国家虽从宏观上对粮食流通采取了相当程度的

行政干预．但在具体购销上则属自由贸易f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粮食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不法粮商的破坏和干挠．粮食产需、

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资阳县即连续三年销大于购。为之，国家在注重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

于一九五三年下年起．实行了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油料的计划收购政策。子是国家

粮食购销就不再是纯碎的贸易，而把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来组织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

称。统购统销一)。一九五三年以后的不断发展，农村粮食购销由控制基数到定产、定购，

定销，并—宪几年，油料更IJ由计划收购．通过曩又购又销劳．叠只购不销"等形式，发展弼

一定几年I市镇粮油统销则由凭证控制供应到定量供应·粮食自由市场改造为国家稂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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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根油统购统销逐步走上制度化并日趋完善，成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缓解粮食产需．供求

矛盾，使国家掌握粮源。合理分配、均衡需要．促进生产，稳定市场的必要措施。

因此．三十多年来，我县在靠合理负担．稳定负担"．搿三者兼顾，，昀政策原则指导

下，组织粮油计划收购时，除毁源子“三高五风打路线失误所致高征购外，均力避搿竭泽而

渔一，丽按“取之于民，用之子民黟的原则，坚持率欠调整，大灾重赈．常年供应农用生产

事业糗和奖售粮等政策以养本源，同时长甥坚持把支援农业生产怍为粮食部门的一项基础工

作来瓠。广大农民亦能理解缴纳征购粮油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而竭力予以完成。为之，

兰十六年来全县通过征购，定购共计蒯收购粮食312，185万斤(原粮)④，花生25，671万斤，
油菜籽26，340万斤。为组织粮油计划供应取得了物质基础。

组织计划供应粮油是统购统销的又一大任务。它要坚持“合理分配，定量供应，保证必

须．稳定水平力的原贝fj。对城乡缺粮群众及工农生产、企事业等所需粮油实行计划供应，以

保证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正常需要。因此，在粮食消费中，必须提倡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在

计划管理上力求严格控制粮食销量，把握住非农业人口的大量增长，供应管理不断探索改

革，七十年代中期试行的“旅大式"粮食包千供应办法，是计划供应行之有效的措施，而今

正在扩大和完善中。三十余年我县所计划供应的贸易粮179，446万斤。仅占收购总数的67．7％

@，供应城乡食油5，118万斤，占收购的31．7％。 + ～
、

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在持续的三十二年中，为平衡供求。保证供给，文援建设，发展

生产等诸方面．均发挥了它历史的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生产和社会经济生燔的发展，统购统销的弊端日益突出，其最大的弊病是违

背价值规律，排斥市场机制，妨碍商品经济的运转。因而，早在一九六二年我县就开始出现

非计划的粮食购销经营形式。一九八。年，县粮油议购议销公司问世．恢复并逐步扩大粮油

议购议销经营(六年共经营粮油四亿斤)，成为国家掌握根源，调节供求的一大渠道。

面对商品经济机制的挑战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一九八五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一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从而逐步形成了粮油经营多渠

道的格局。

为方便群众活跃市场，一九八二年起粮食部门新开发粮油食品生产与经营。一九八三年

三月各区粮油管理站更名为区粮油食品站·

油料油脂是粮食部门长期经营的一大行业。县油脂公司于一九五六年起，先后经由县商

业局、粮食局、供销社等管理。子一九六二年最后划归粮食局领导。一九六五年“资阳县油

脂公司"撤销．其业务并入粮食局有关股室兼办于今。

稂油生产与消费在对．空上的不一致．决定其储存与调运的必然性。因此。粮油储存与

调运成为商品粮油流通的重要环节，保证组织正常购销的必备条件和措施。“没有商品储备

＼就没有商品流通"(马克思语)。仓库是储藏的基础条件。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县不仅仓容

量成酉倍增长，且建造结构亦日趋合理，士法保防措施已逐步为科学的理化手段所代替。在坚

持长期开展“四无’’粮食活动中，一九五七年丹山粮站曾被评为“全国保粮模范"，八十年

代后．全县搿四无"粮均稳定在90％以上，一半以上的粮站经地区鉴定为“四无修粮仓站。

粮油调运是粮油商品调拨和运输的概擂。在粮油调运活动中．我县坚持崔统一调拨．合

理运输．好粮外调，安全运输”的原则．历年全面完成任务。特别是开展粮油运输“四无"

活动后．1983年一1985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省搿运输四无"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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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工业是粮食系统的一大部门。其加工活动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里的继续和商品流

通的延伸。因而也是实现粮油购销等经营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建国初期我县粮油工业是一

张白纸，为保证供应军需民食的米．面．油，由粮食部门组织民工以±篱．主碾，七磨j±

榨加工々随着对私政造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的深入贯彻，国营粮油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土到搿洋一．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米，面，加工、油脂压榨，浸出等初具规模的粮浊工

业体系和地方食品业的主要支柱，也是粮食部门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主要渠道，

饲料工业是近年来开发的新兴工业。我县饲料加工始丁：一九八。年时为各粮站、厂稂油

加工的附属业务。随着养殖业的蓬勃兴起和发展，一九八四年初粮食部门建成投产双班年产

五千吨机械化饲料厂一座。是我县作为全国瘦肉型猪发展基地的骨干饲料加工源地。

稂油价格是粮油经营管理的一大经济杠杆。价格反映价值的程度直接影响生产与经营。

建国以来，粮油购销价格经历了由顺差——倒挂——持平到目前的例挂，七次较大的调整。

依质论价是国家的一贯政策。使粮油价格真正反映价值规律更是我们面临的改革重任。一九

八五年在全国统一实行的“比例计价"付款方式是由我县从一九八三年开始通过不断探索改

革，正确运用粮油价格杠杆促进粮油收购的硕果。一九八四后在全肖、全囡实施结聚，虽搿只

是计价办法的改变，但它远远超过简化价格，简化手续的范围"．而且“实际上在平衡负

担，平衡粮价水平．稳定财玫支出，支持商品生产发展等方谣都起了重要作用”@。

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正确领导、计划，组织，调节．监督企业人．财，物的正常运转充

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是搞好企业的关键。粮食价格既不反映价值，而其财务体制巾购销倒挂

以及政企不分，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手段等弊端，使粮食企业长期不能体现经济组织“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力的特点，从而既不能反映职工的劳动成果，又容易以政策性亏损掩盖经营

性亏损，再由于“铁饭碗"，口平均主义黟等不利因素，抑制了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为

之．我县粮油商．工业分别于1953年，1963年实行独立核算．基层粮站于1956年摒除报帐制

实行独立核算盈亏，费用实行指标控制，加速了资金的运转，节约了开支。

特别是一九七九年．经省、地．县政府批准，资阳县粮食局为全国粮食系统唯一的扩大

经营管理自主权改革试点的先行，而为省内外同行业所瞩目。通过对企业人、财，物等管理

权限的适当下放．从全面开展定额管理入手，到1983年后的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探

索．改革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矽．搞“平均主义’’的积弊。是我

县粮食系统从1979年到1985年七年实现利润56l万元的强大动力。

三十多年来全县粮食系统22年亏损计1434万元，9年盈利计789万元，晶迭共亏645万

元毒 ‘

三十多年来．全县粮食职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艰苦创业的传统美德为社会所公认。他

们五十年代不怨简陋住破庙睡墙角，顶风冒雨查粮护仓，钻仓底。爬稂堆．倒包翻晒，胼手

胝足不辞辛苦，吃灰尘，呛毒气染病子身．亦在所不惜·六十年代初生活困难。工作仍旧勤

勤恳恳兢兢业业。以们千：打垒彦精神参加劳动，兴建仓房，七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在扩

权试点以后．广大职工在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改革中。千方百计增产降琵．增收

节支，工人．干部积极投身Ⅱ七个自弦．“七个一黟的增产节约活动。我们事业的兴旺发

达．无不凝聚了广大职工无数平凡工作的结果。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物质基础的增长，相应改善和提高了职工的学习、工作条件和生活水

平。对职工进行在职不定期政治，业务培训的同时，还分期选送部分到大，中专学校深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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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局教育股和职工学校亦为职工文化补课和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条件，不仅工作与住宿已由幢

幢高楼取代了昔日的破庙陋房，而且职工工资(不含奖金)为1955年的三倍，更远非解放初

期一日搿斤半米，兰斤柴火钱"可同日而语。

四

一九八五年，资阳县粮食局统一管理十个区(镇)粮站(两个机械榨油厂)．23个粮管

所和县粮油加工厂，转运站等，职工1135人，为一九五O年的10倍1年购销量二亿斤．为五

十年代初的23倍，工商固定资产1164万元，是1958年的八倍多(1958年以前无案可考)，其中

工业固定资产从无到有，已有250万元，仓客2．2亿斤为1949年的110倍I兴建办公大楼12幢

9400m2，职工宿舍19幢26600m2．门市兼宿舍18幢9300m2，兰项合计49幢45300m2，其中48

幢43800m2为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建造，粮油饲料工业以现代机械化先进技术与工艺取代

土法操作．并正向精．深加工发展’经营管理，经济体制亦正在不断探索改革和实践中。一

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粮油管理机构及其企业正在改革的历史洪流中发展壮大。

注释l①，摘引白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中国行政区域四川省资阳县资料调查

表》。、 ．

②，孑l自《资阳县政府二十五年三字第134 7r号训令》。

⑧．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资阳县政府县长刘芳呈予四川省政府的信。

④，三十六年国家征购定购原粮312185万斤，占产量原根1776508万斤的17．57％，

返回供应农村原粮97488万斤，国家在农村实取得原粮214697万斤，占产量12．09％。

@，三寸六年计划供应贸易粮179446万斤，占牧购总数贸易粮264871万斤的67．75

％，其供应城镇贸易粮9673．3万斤，占供应总数的53．9l％，供应农村贸易粮82713万斤(合原

粮97488万斤)的46．09％。

⑥、引自《四JIl省粮食史料选编》1987年第一辑，罗实能．胥桢祥缟写《解决四

川人民吃饭问题的历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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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公元前2l世纪——约前16世纪间，夏朝时，以《禹贡》九州之说，资阳地区为粱州所

辖。按《孟子·滕文公》说·口复后氏五十而贡"．即国家兮给每户农民土地五十亩，农民

向国家突一定的贡赋，可谓田赋雏形。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宣布“初税亩抄．即履亩而税．·取代传统的曩藉

田以力刀的徭役租，史学家认为这是历史上征土地税之始。时资阳巳并入雍州，为蜀国地。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资阳县城关镇置资中县。

齐高帝建元六年(公元479年)，资阳县正式建置。 一

唐朝武德七年(624年)四月，颁布“均田令”和“租庸调，，法，租庸调法规定，按丁

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和绢(或绫、绝)二丈，绵三两及服徭役二十日，其赋物非一。

唐德宗建宗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制定“两税法黟。依照丁壮和财产(田亩和资

财)定出户等，将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全部取消分夏秋两季“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

开始实行钱粮并征。

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年在浙、闽等省施

行的搿一条鞭法矽．推广全国实施。即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照丁粮派役，再与

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粮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律改为征银。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为了稳定税收数额，确认人丁的实数，宣布以五十年

(171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时所谓搿圣世滋丁，永不加

赋嚣。资阳按自康熙六年(1666年>起至雍正七年(1729年>间实载丁条粮银326l·28两．

清雍正七年(1 7r29年)，清政府进一步采取“地丁合一黟， “摊丁入亩打的办法，把康

熙五十年固定的T银摊入田赋中一体征收日之“地丁’’，全县所谓矗丁条粮黟银7654·769

两。

咸丰元年(1851年)谤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需兵饷支出甚巨，于是加征_津

贴一，初谓临时征收．久之则为常赋。资阳咸丰二年(1852年)开办津贴．含征解费共加征

8豹3·84隔。

同治元年(1862年)．为镇压入川的石达开，四川总督骆秉章凑请加征丘捐输矽，全县

计加征28500两。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川按年摊派庚子赔款100万两。总督奎俊奏准在原捐输之

外，加派搿亩捐一，名日搿新捐输，，·金县额派新捐输二万两．

于是全县额征数包括地丁银7654·769两．津贴8393·84两，捐输28500两，新捐输

20000两．计64548·609两．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川军玫府就清末原设经征总局改设为财政部，各

县原经征分局改为崩征收课，，。改定田税名称．核定粮额．即将前清。地丁打改称叠正

税一．而津贴、捐输，新捐输三项合并改称g附税力，全县共征正附税银56660两，每两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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