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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粮食局办公楼

湖州市粮食局领导班子成员(左起：严格、叶新民，张锦根，李锦亮、扬志灿



989年全国劳动模范德清县新市油厂厂长陆超群

989年全国劳动模范安吉县梅溪粮管所所长字巧珍



湖州市直属粮库

仿苏式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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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稻谷烘干车m

湖州食油专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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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油厂二级菜籽油商业部优质产品证转

新市油厂化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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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粮油蒸谷厂标一蒸谷米商业部优质产品证书

出口蒸谷米



B【1粮饥

双林粮油食品厂门市部



湖州吉山中路粮油食品硭

《湖州粮食志》编纂办公室成员合影r前排左起：华培根、沈也超；后排左起

盂德贤，扬群超，费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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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州粮食志》经过四年多的编纂，现在和户太读者见面了。它’

I
‘

4。是我市历史上第一部粮食专业志，较为全面系统地iC述了中华人、
。

[ 。一 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来湖州粮食流通的史实。。。立．一·：．

}· ， 一．湖州粮食生产历史悠久，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但’
“

I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自然条件的制约，生产发展极彳平衡．据可查证．

[ ，。 ．资料，自公元1368年(明朝洪武元年)至1949年的581年中，共发。

} ，．7 生洪涝灾害292次，平均每隔一年就有一次。解放后，粮食生产发。

I ： 展很快，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来，我市粮食生产

， 获得大幅度增长，成为我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丝城米市才名副 +．

I ‘其实地驰誉于国内外。 ：j，j
．。 ， o． ⋯

4一 ，

’

f ‘?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解放后， ，‘

} ．‘党和政府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在粮食分配和流通方面制定了
。

i
’

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和措施。1953年起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制

I 度，对平衡供求，指导消费，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稳定价格、稳定 二

} 社会，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

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弊端日渐暴露，不利于农业生产向着
}

’’

“高产、优质、高效”的方向发展；也难于解决粮食问题上的诸多矛

盾。在这种新形势下，省委、省政府决定从1993年J月1日起全面

． +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逐步实现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我们做 ’．+

，4粮食工作的同志，必须认清形势，加快改革步伐，以适应历史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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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大转折．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后，统购统销划上历史句号，但粮， ．，

食工作不能划句号。。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农业的基础地位任何
“

。‘

‘’时候不能动摇，粮食的重要性任何时候不能忽视，要十分重视粮食 j

工作，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坚持立足本业，多种
． 经营，面向市场，综合发展的路子，从而更好地促进“一优两高”农 ，

。 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为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服务．， 。 7．，I
． 《湖州粮食志》是以流通为主体，兼及生产和消费的专业志．它、 。

＼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

。主义的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反映湖州古代和近代的粮 ，

食状况．记述内容主要是粮食流通和粮政管理的历史演变，粮食行
‘

．

业及粮油购销、调存、加工等发展过程。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四十

．’ 多年来我市粮食工作的发展全貌，反映粮食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和作用。湖州tl清同治以来的二百多年，没有编写过地方志，在同 ．．

治年间纂修的‘湖州府志'中，对粮食流通也甚少涉及或语焉不详。‘
‘’

，我们编写誓湖州粮食志：}，以期起到补世之缺，正史之误，详史之略， “

续世之无的作用，为广大粮食工作者洞悉过去，研究现实，探索未 j

． 来提供史料，使社会各界对湖州粮食问题增进了解，共同为开创粮 ，

， 食工作新局面，振兴湖州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而努力l
‘‘ 。‘。

。

’

， 编写粮食志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时问跨度又‘

长，由于史料不足和我们编写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不完全不正

确的地方，恳切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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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翌市粮食局党委书记张锦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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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1。|j。， 湖州市粮食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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