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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编辑说明

一、本志上限1928年(清·道光8年)，下限1992年，凡超出

这个年限的材料或说明文字仅起背景材料之参考作用。
’

二、本志贯彻“存直求实’’的修志方针，忠于史实，力求反映

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本志系专业志，只反映本地区粮油专业的历史，现状及其

密切相关事物的基本情况，着重举其大端、择其要事，显其特点，

并本着厚今薄古的原则予以记述。有的项目因历史资料不足，只能

作零星或断代的叙述，对及今尚未查到的资料项目，付之阙如。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中间有纪，述、志，图，表、

录等体裁。正文按章、节、目顺序排列。全志共七章十八节， 计

20万字左右。

五、本志所载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统先书朝代年号，再括注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则直书公元纪年。所记货币，

和计量单位民国以前均记原名称和所用计量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货币和计量单位名称、符号，一律采用国家法定标准进

行记述。

六、本志资料来源甚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多项粮油统

计，绝大部分以湖南省粮食局编印的粮油统计资料和零陵地区粮食

局编印的有关粮油资料为准。少部分依据实地考察采访的口碑资

料。凡引用典籍，原文及书名均于文中注明。

七、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重点记述关系全局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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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基本生活资料，也

是定国安邦的重要物质基础。“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经济发展

变化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零陵地区，历来盛产稻谷、油茶，其他粮食油料品种也广为种

植。零陵的粮食和植物油脂油料自古就成了区内市场的贸易大宗，

并经常调运出口。加上潇湘二水在永州汇流，湘桂铁路贯穿地区境

内，水陆交通方便，故永州、冷水滩早以成为湖南有名的粮油集散

重地。在国内市场享有盛名的“滩货’’，便是指零陵地区所产的桐

油而言。粮油这个古老的行业， 历来遍布区境城乡。 在历史长河

中，沉淀着深厚的粮油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和自然经济的

规律。《零陵地区志·粮油志》便是对这一历史的总结，它将为后

人提供借鉴和鼓舞前进的力量。

中国地方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了继承和发扬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根据中共零陵地委和零陵行署的统一

布署，于1987年成立《零陵地区志·粮油志》编写组，草拟篇目，

搜集资料。中间因为种种原因，时停时起，人事变换，不以为继。

直至1992年5月成立编纂领导小组，重新组织编委会，配置修志力

量，才正式开展编纂工作。编纂人员在时间紧，经费缺的困难条件

下，历尽艰辛，广征博采，搜集史料，经过为时两年的精心编纂，

终于纂修成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粮油志》，这是一件值得特剐

庆贺的大事。’

《零陵地区志·粮油志))虽然经过精心编纂，但因为历史时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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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加上编纂人员的经历和水平有限，纰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在此，特恭清读者多加指正。

蒋新华

零陵，自古农业发达，粮油丰足。唐代初期，永州，‘道州(即今零

陵地区)一带广有余粮，被调往广西桂林供养屯兵。唐代元和年间，

零陵郡守韦宙在永州“筑太平仓贮谷"，以应国家不时之需。在新

中国建立之前的历史岁月里，只要不是荒年暴月和战祸遗患，零陵

的粮食都能基本上做到自给有余，还可以稍向外地凋剂余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

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零陵地区在粮食生产方面取得了

很大的成绩，即使在1989年和1990年百年不遇的特大灾害面前，粮

油照常供应不辍，保证了城乡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促进了全区各

项经济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零陵地区志·粮油志》忠实地记述了全区粮油事业发展的历

史与现状，既保存了1828年至1992年以来零陵区城内粮油事业的历

史资料，又揭示了一百多年来区内粮油经济的发展变化和兴衰起伏

的客观规律。这是粮油志编纂人员为当代和子孙后代创造的一项精

神财富，也是为全区人民做了一件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

大好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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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粮油志》的编纂， 不是一蹴而就的， 前后经历五个寒

暑，数易其稿，特别是通过召开志稿评议会以后，又经过地志办负

责同志的精心修改，才德以付梓出版问世。可见要办成一件有意义

的事，往往不是轻而易举的。编纂人员从资料的搜集、鉴别、整理，

编写初稿到成书，无不经历呕心历血，惨淡经营的艰苦历程，付

出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他们的劳动和功绩是不会被人忘怀的。

，．《零陵地区志·粮油志))虽巳成书，但并非十全十美。面对百

余年来丰富浩繁的粮油经济资料，仅用一部20余万字的志书，是不

可能“概而不漏，述而不辞’’的，说不定诸多方面“挂一漏万弦，

在所难免。企望读者批评指正。

彭富胜



4 概 述

概 述

零陵地区位于湖南南端，五岭山咏北麓。地理位置介于北纬24。

39、～’26。51、，东经111。06、----1'12。21、之间。全区土地总面

积22337．1平方公里(合3350．57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10．55％。

其中耕地面积509．51万亩(水田400．26万亩，旱地109 25万亩)，

油茶林面积333万亩。全区500余万人口，人平耕地1．01亩，油茶林

0．65亩。

零陵地区地理环境优越，土地肥沃，属中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

润气候区，有极为丰富的温光水资源。全区年平均气温17．6,-．．18．6

℃，日照时数1300、1．740dx时，年平均降水量1200---2000毫米。得

天独厚的优越气能为全区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和其他作物的
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零陵地区素以出产粮食和油茶著称。早在汉武帝初年，零陵郡

地即巳成为全国水稻重要产区之一，特别是被誉为“粮中珍品，食

中美馐矽的朝廷贡品一～汪永香稻， 至今巳有两千余年的种植历

史。三国时期，零陵属“孙(权)刘(备)资之以争天下’’的要

地，刘备借荆州，诸葛亮亲自督收零陵赋税，充实军饷。因为零陵

早期的粮食生产比较发达，西晋太安二年(303)竞“以零陵粟饷

益州罗尚军，，(清道光((永州府志·事纪略》)，一次就运出大米

3万斛(1斛合10斗，即1石)。隋初十余年，各官库“储米粟至

千万石， 少者不减数百十石，，(《通典·食货》)。 唐武德七年

(624)至盔开元盛世’’，永(州)道(州)。人家储粮皆及数岁。弦

粮食除自足外，还调往广西桂林供养屯兵。宋天禧五年(10舀1)，

永(州)道(州) “耕织岁滋， 文物彬焕， 渐有中朝之风采’’

(《文献通考》)。明朝“洪武、永乐，洪熙、宣德之际，百姓充



．
概 述 5

实，府库衍溢。矽清康熙到乾隆时期，祁阳县亦有“岁余粮数十万

石，远销湘潭、汉镇"(《祁阳县志)))。直到光绪末年，区内仓

储积谷还有十余万石。只是到了民国改元以后， 积谷储政渐遭破

坏，各地公私积谷或为军队提用，或被土匪劫掠，或遭豪劣浸酒!，

或因管理不善、仓库失修等等原因，全区库存积谷逐年减少，至民

国10年，全区库存积谷全部提空。民国18年，国民政府经过多次立

规制约，三令五申强调积谷，并下令各县成立义仓管理委员会，全

区仓储积谷才由民国20年的81 693石，增加到民国25年的304831石·

可是，自民国2 6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军用粮食逐年增多，

加上网民政府政治腐败，豪劣侵蚀严重(民国3 6年，仅新田县积

谷48778石，就被当地豪劣挪用40000石)，全区积谷逐年下降。尤

其是1944年区境沦陷以后，寇灾毁仓焚廒，给全区的仓储积谷带来

毁灭性的破坏，加上当时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致使全区数十万饥

民哀鸿遍野，饿殍载道，觅食树皮革根，吞食观音土，甚至出现饥

民割食死尸的悲惨残况。

古人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螂五谷者，万民之命，

国之重宅。"1949年零陵全区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

粮油的生产发展十分重视，在经济发展战略中，不仅坚持“以农业

为基础力，而且始终坚持把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1953一--1984年，

零陵全区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总投资84144万元， 而用于农业的投资

则达到28167万元，占全区同期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3．8％。1991年，

全区粮食播种面积达到72'1．61万亩， 比1949年的425万亩增加

296．61万亩， 全区粮食总产鼍也由1949年的11．68亿斤增加蓟

45．77亿斤，净增34．09亿斤，增长2．7倍。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对粮油生产发展的重视，零陵农民在粮油方面对国家的贡献也

逐年加大，还是在1949～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区农民就向

国家征交爱国公粮12512．62万公斤，1953，--,1992年， 全区农民向

国家交征购粮食1003510万公斤，其中向国家提供商品粮362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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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交售食用植物油2445760担，桐油233720扫。．

零陵人民热爱国家，国家政府也关心零陵人民。解放4 O多年

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加上部分农村不时地

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955,---'1992年，国家向全区销售粮食387972万

公斤，1957-"-'1992年，、国家向全区销售食用植物油1037136担，

】955～1992年，国家向全区销售桐油129780担。
+

新中国建立以来，零陵地区的粮食工作大体经历过这么几个时

期：

1949年10月至1953年11月粮食统购统销前，粮食工作艰难起步

时期。1949年10月，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区内粮食市场冷落，征购

工作十分困难。当时，全区的财经工作主要以征收公粮为中心，组

织数千人征粮队伍征收公粮，1949年11月，专署分配各县征粮任务

l亿公斤，至1950年2月，实际完成8413万公斤(不包括蓝山完成

352．5万公斤)，1950年完成7128．5万公斤，1951年完成]3676．5万

公斤，1952年应征公粮12562．32万公斤，实征12512．62万公斤，四

年共征收公粮4．173亿公斤。在抓紧粮食征收工作的同时， 财经部

门还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取缔粮食投机，打击哄抬粮价，禁止粮食

出境，稳定粮食市场。1950年5月，成立“中国粮食公司零陵分公

司”，负责经营粮食购销业务。是年，零陵分公司收购粮食1275．68万

公斤，因为全区严重夏荒，自6月中旬至8月初又投放平粜粮食

790万公斤，发放救济粮和贷借粮62697公斤，1951年，全区粮食供

应紧张，公司收购粮食985．16万公斤，而投放市场则达到2665万公

斤；1952年，粮食市场好转，全区收购粮食3464。62万公斤， 销售

粮食7884．4万公斤。1953年，收购粮食9614．695万公斤，投放市场

销售10752．43万公斤。在当时粮食仍为自由贸易，私营粮商经营比

例大于国营的情况下，国营公司的粮食投放，对于保障城镇及灾区

的粮食供应、稳定市场粮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3年，国家开始

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商品粮的需求量逐年增多，私商乘机抢购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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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投机倒把， 与国营公司争市场。当时，专、 县人民政府按照

“大买大卖，灵活吞吐，稳定物价”的方针，一方面到外地购调大

批粮食投放市场，另一方面采取强硬措施，责令不法粮商限时限价

出售粮食，限制私营粮商经营活动。使国营商业充分发挥主渠道作

用，顺利渡过粮食难关。

1953年11月至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时期。1953年11月，全区实

行收油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当年完成粮食征购20073

万公斤。1954年6月， 全区建立圈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180余个，

基层粮站(店)70个，由国家领导下的粮食自由市场与国营粮油供

应基层单位(粮店)组合构成了半议价双轨制的社会主义粮油市场

网络。1955,--,1957年，粮食实行定产、定销、定购“三定”政策，

全区常年定产89038．5万公斤，定购21442．5J7公斤，定销4065．5yY

公斤。三年实际完成定购任务分别为92％、63．8％和84．6％。食油

定购年平均57239．67担。

1958年“大跃进”期间，由于盲目追求高指标、高征购，全年

征购粮食26114．5万公斤，超过原定指标44．4％。同时， 加上农村

大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忽视计划用粮，致使1959年春便出

现粮食紧张局面。1959～1961年，全区粮食产量三年平均为69309万

公斤，比1957年84289．5万公斤年平增减产14980．5万公斤，但三年

平均征购18655．5万公斤， 比1957年18083万公斤却年平增加572．5

万公斤，使不少社员未到年底就断了粮。1959年冬至1962年夏，全

区每人年平口粮仅164．5公斤稻谷，比1958年247公斤减少82．5公斤，

过着“半饱肚子"的艰苦日子。19 62年， 国家拿出1．2亿公斤粮食

安排群众生活，加之取消公共食堂，恢复自留地，农业生产好转，

是年冬，粮食紧张局面才基本上得到缓解。但好景不长，1963年又

因遭到百年未遇的大旱灾， 全区粮食产量下降到57405万公斤，是

年只完成征购任务10209万公斤，人平口粮只有150公斤，为新中国

建立以来最低水平。1960---,1963年， 全区食油收购91947担，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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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1959年一年收购数的85％。 一

1965年，粮食统购实行“一定五年不变耖。是年，完成粮食征

购任务17277万公斤， 其中超购850万公斤， 油脂收购20243担二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广大农民排除干扰，大修

水利工程，使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比以前大为减少，全区农民除完

成征购任务外，还踊跃交售“三超”粮。1971年，省政府在核定征

购任务的基础上，又增加5％的机动，用以调济灾歉减免和国家基

建占地减购， 当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20176．5万公斤， 占基数的

105，5％，其中完成“三超"粮489．5万公斤。1971---,1975年，全区

“一定五年”定购基数每年为19124万公斤，实际完成18033万公斤；

茶油年平均统购77671．5担。

1979年，全区征购任务每年核定基数为18441万公斤， 实际完

成定购粮17427万公斤，超购粮21 61．5万公斤。 1981"-'1983年新定

征购基数为27607万公斤，其中征购16681万公斤，超购10925万公斤，

实际年平完成征购粮38363．6万公斤， 特别是1983年一年就完成征

购粮食46784．5Vi公斤(其中：征购15893万公斤， 超购19392．5万

公斤，零购61．5万公斤，代购14437．5万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是年，因为仓库和收购资金周转困难，曾一度出现农民“卖粮难"

的现象。 这几年油脂收购形势也比较好， 食油每年平均收购都在

10万担以上，桐油6万斤左右。

1985---1992年，全区粮油工作全面改革开放时期。1985"-'1989

年，粮油收购改统购为合同定购，一定一年。1985年全区粮食定购

任务为25500万公斤，实际完成21885．85万公斤，食油定购10万担，

实际完成11万余担。1987年，全区采取合同定购粮食与化肥，柴油、

预购定金“三挂钩，，的办法，农民交售粮食的积极性提高，当年全

区合同定购稻谷23800万公斤，实际完成23163．57／公斤。1988年合

同定购粮食23800万公斤，实际完成23933万公斤，比任务数多133万

公斤。是年，行署由地区财政拨款100万元，奖励4886P送交150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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