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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江油县意丛书之大

江油县粮油志

江油市粮食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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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t0卜i。：o：。．

前 言
·：··’?一 ．：．。％

．．j ．一．一．j．oj ’。‘·’：·：

在中共豇油县委、j县人民政府的领尊：江油县志办公室与粳盒局党委

和行政的具体指导下，《江油县粳油志》的编写工作始于198．4年11

月，当时成立了粳油志龋纂领导小粗，拜以领导小组中遴选出一人，

聘请退休职工三人，组成编写小姐，随即开展工作。短过两年的肘

同，先后查闵了江彰两县的旧志5种，文书档案2261卷(其中解放前

1584卷，解放后677卷)抄回文字资料与各种抗计数据230余万字，还

胡查走钫了100余人次。收集了大量口头资料，经过筛选考订两次纂

写·现巳基本完成初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县委党史办公室、县府档案局、县政协

文爽资料委具会以及兄弟单位的热情帮助与本系统各单位和粳油工作

者的大力支持，我1fj深表谢忱l

但由于我们焉列主义水平不高，编写能力有限；加之赘料残缺，

特别是解放前的档案散失较多，江油县光绪癸卯年(1903年)以后又

无志可资，故在编纂中难免挂漏，也可能有错误之处，裁望专家、学

者与知情人士斧正。

编写小组组长唐元华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日



附。《江油县粳油志》领导小粗与编写小组名单

领导小组成员：强洪华伍蔚荣谢顺信榻大明纪树义

编写小组组长。唐元华

卢应邦唐元华 彭树清王克明

成具：蔡由J钯王克忍 强 泌



《江油县粳油志》是《江油县志》中娌济锗志之一，是县意的二-

个重要组成部份，又是江油县粳食系统的部门志，它是江油县粳油专

业的科技书，对县领导，．对粳油部门领导和从事粳油事业的工作者和

后继人，起着搿存虹资治、教化一的作用。
本书在编写的指导思想上，以焉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别’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同题的决载》和《中共中央关于缝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从思想上政治上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正确方针、路线和政策保持一致；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通过粳

由专业的历史和现状的记述，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反映粳油工作

在国民短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粳油事业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历

程，揭示发展的规律性。为现今粳油事业进行科学管理，制定战略目

标，开拓我县粳油工作的新局面提供借鉴，为建彀社会主义的粳油事

业和改革提供信息和依据。

本书在取材方面以突出地方优势特点，行业特点为主体，样今略

古、样近略远，样主略攻，样冥略同，立足当代，适当追溯近现代的

历史使有可此性，’以鉴别社会制度的优劣。

在编排上采取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楷料，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通过粳食、油料、油脂的征购、支搔、

销售、胡运、保管、加工等方面的史料，反映各个肘期粳油生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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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水平，国家收支平衡的内容，特点和本质。所有记叙都以资料为依

据，不拔高溢美，不裼恶贬斥，不加枰拎描写，实事求是，秉笔直

书，是非功过以资料祝帮，寓得失褒贬于事实之中。

在行文上力求做到罄言文字的规范化，内容力求馑严朴实，通俗

易懂，遗词造句力求做到准确恰当，凡有关引文都注明出处，便于蓣

．者查找o，一一 ，√．J， ，一。

●· ．．一7· ．_

’

一．．
， 领导小组 伍蔚荣

。

·‘ j．
’

．飞，二‘一

●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日



凡 例

一、本书以粳食部网所辖事业为内容，采取以事划分类目，横排

娶写，以求合乎意体o ·．-，。 、 ；、 』

二、本书时限，上限从民国元年(1 911年)起下限至1985年来

止，但对田赋、积谷、粳仓彀遣等章节上限有所延伸。钯叙重点是建

国后三十六年，豹占总篇幅的3／4，建国前也作了适当叙述，豹占

总篇幅的1／4 o全书共豹20万字暑分为8章25节57目o ．．

三、本书配合文字叙述，穿插有关表格。所有表格均采用现代统

计技术反映各个年代或各个时期有代表怪的年份数字。．‘ 、

四、本书安排示意图与照片，以加法逋观性，反映事物的本质属

性，节省文字叙述。但同运用表格_样，注意其与文字叙述相艚合；!：

也防止滥用或出现过多o ? +．’．+一 ：‘．。．三：7．、

五、本书吉巳叙除引用旧史志原文来作改动，拜加科号外，其余一

律运用现代汉捂书面捂，钯叙体进行记述。 ．
··一’．

六、本书的纪年以公元为准，对民国和民国以前的年号随文类洼

其后。 ’： 0．‘

七、本书的针量单位，以当时、当地骸项业务的习惯计量为难，

除个别地方加有注释者外，j昼制与市制一律按1985年来法定的标准计

量单位进行换算。 。、、 ⋯．：．。．。j、． 一

入、本书的官署、官职、机构、地名、货币等，均按各个历史时

期特定的称谓妃戡，需要祝明的地方，随文类逵其后e]．。 一，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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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江油、彰明原为两县、土地毗邻，由来唇齿相依，1958年合并为

一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有“五岳四山一份田一之蔬。全县境内

有涪江、、青江、盘江、让水河、潼江等河流，全长225公里．，流域

2333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每秒400立方米以上，其支流与堰渠纵横

交绒，自流灌溉能力较渡。全县气候温和，参暖、春早、夏长、秋

短，无霜期271天，年平均降水量1148毫米。全县共有土地2720平方

公里，平坝为涪江流域之冲积平原J实际豹占总面积的6．4％，土壤

肥沃，曲产丰富；山岳地区土地类型复杂，但种性更好，．宜植性广。：

出产粳油作物以稻谷、小萝、玉米、油菜子为主，大多、杂豆攻之。

1985年全县共有耕地703500亩(注)，较1949年961800亩减少36．7％；

人口1985年未为780671人，较1949年末382100人增加104％。

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江彰两县所产粳贪_除县内囱用外，剐以

涪江水运行销棉阳、三台、射洪、遂宁、合川、重庆一带，又返回食

盐、布匹，使江油中坝成为商旅辐辏，粳食集散的中心。故历代以来

两县的税款，田赋昔为统治者所重祝o

．!：江彰两县自前清以来，无专门的粳政机构，田赋悉由县知事衙阴

办理二虽美其名日搿一年一征一，实则除正粳外润征、平余、津贴、

常捐、火耗远远超过正粳额臼银6696．37两(洼)的2．1倍，达14026．36
。

÷：：

洼：旧制l 1市斤等于16两，一两等于10钱，1钱等于10分，1

分等于1 o厘，j厘等于I o毫：”
一。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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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o 1900年庚子赔款每年又加征新捐白银6223．43两，‘正副粳顽已达

20249．8两，相当正额的3．2倍o j：。．．y．．』一．

民国建立后，各地土匪嚣起，会党云集，横行乡里，．．任意掠夺钱

粳，急肉乡民，使劳动人民鸡犬不安，无一宁日。民国六年一(191Z

年)以后，更是单同土匪此去彼来，在两县境内互相争夺。锥进入县

境便囱成独立王国，预征粳款，重派抬垫，有的还委派知事、’局长向

人民搜刮。民国13年(1924年)后形成了单同割踞的混乱局面，．二十

九单第一师胜防江彰两县后，以饷额剧增，便巧立税捐名目达三、四

十种之多，对田赋粳税则采取每年征几攻，每次征几年的办法，至民

国23年(1934年)彰明的田赋已征至1 994年，江油已征至1 989年。仅

民国23年一年之内：便征收赋粳17年之多，尽管征收田赋以土地针

算，归根熹占蒂还是梅嫁在农民身上。故两县劳动人民有出卖耕牛、农

具、卖妻鬻子以抵偿赋户之苛索而完纲粳税者，有四处颠沛流离而饿

死沟壑者。真是千村薜苈，万户萧疏，田园荒蕉，哀漓遏野o

民国24年(1935年)缸罩过境，在乡嗣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

粳，使劳动人民拐眉吐气。缸罩去后中央单相继入境窜扰，大兵之

后，瘿疫流行，死者甚众。国民政府随卸下令停止预征，不计既往．，

从当年起又实行舅一年一征一。但民国25年(1936年)以后除正粳外

又加征留剿赤粳詹，保安经费与地方附加娌费，各种粳税之总和相当

正粳征额的4．8倍。国民政府之明令仅不过欺骗荤众，愚弄百娃的一

i《|氏空文。其收捆粳贪的办法则采取压价购卖，逐户搜交，尽管榨干了

人民的血汗，粳食綦多不能满足其时需，而且粳价上溃，逋接造成社会

秩序的动乱与人民生活的安糜o ．．

民国30年(1941年)国民政府又通令全国于当年秋征赓除以货币

完衲粳赋，实行田赋征实，意图起到鼻握量而制价，制价而握量一的

7



信用：：，随卸四川省财政厅发出代电‘≯按载粳基致不棼沃孙粳户j上每斌

银一两征谷11市石。(洼)民国31年(19丑2牟>．；按照配额江油莫每

馥一两征谷14．67石，彰明11．89石，均超过标准。在征粳的同时，国

民政府又通令购粮、借粳、。附征地方公教粳：、在抗日战争期同jl：国民．

政府迁到重庆，’由于兴师动-众‘，‘粳套奇缺一叉采取派粳、献粳、．国难

艇费等名目向人民搜刮粳食。同时层层建立粳食管理机构，颁布《粳

食管理治罪条例》，采取登钯粳商，限制大户存粳，督冷出售．，．控制

粳价=，二．幂准加工臼米白面，禁止用粳食熬糖。酿酒，饲养牲畜等各种

管制粳盒的措施。企图以此掌握粳盒，满足覃需和公教人具的生活补

贴，r增加财政攻入，抑制通货膨服，安定社会秩序。但粳食大都为官

婶秉富所估有，粳食市埸也为豪富巨商户所墼断，他们囤积居奇，操

纵市埸，加之国家溢发钞票，造成粳价狂渍。政府尽管提出了“用人

头：·平粳价一的口号，但却不会触及他们一根毫毛，各种管理和限

制，也未能取得成果，’-切灾难还是落在劳动人民头上二贫苦农民不

仅要交粳款、服劳使，’青壮年还耍被拉去当壮丁；部份小业主因赋貌

繁苛，家庭生活所迫，有的出卖青苗，有的典当土地f。又为秉渡富绅

所条并。其至解放战争肘期，江彰两县的阶级矛盾已趋于激化：。

，．．雄鸡一唱天下臼，19 49年12月22日与23日，江彰两县人民获得了

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j

解放生产力的措施，制定了各种粳油管理政策，不断引导农民改变贫

穷落后的状况j‘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使我县农业生产和全国

一样j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刷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搿胡整、

整顿、改革、提高一的方针指引下，农村经济政策进一步放宽，农业

：jj奠f■：t_；_，‘』二．‘·．1二一≥j‘．．、’、I．．：：．』·、·．、。；二j j‘：．7．

：：’‘洼二：旧骱I市石筝手1J0f斗；t斗等于1 o升j．：．1升事手1 o合o_．一i j

8



内部的比例头系遂步协镧，．使我县农业生产遣上了高速度发展的，道

路。 一j：．j：， ·．：1．：。 j o’．、’··-．■：．I．··‘、。：

_36年来全县共建成中小型水庳183座，山平塘23831口，石河堰97

条j有效灌溉面积4866 oo余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9．17％’建成农村

水电站1 03处，装机儿2台，共计4267千瓦，年发电总量为975万度，

通电的村462个；占全县村的95．9％；农业机械动力为163740焉力，

亩平o．23焉力；有拖拉机2817台，共针4547r3焉力；排灌用动力机械

1636台，共针40486焉力，机电排灌面积28970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41．2％，粳食和油料的产量也有很大的提高，粳贪总产量1 949年为

266，7，7ro，ooo斤，1 985年为62 3，29 o，ooo斤，增长2．4倍；油料总产量

1949年520万斤，1985年为4458万斤，增长8．7，倍。因为粳油产量大幅

度增长▲满足了人民翠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o 198 3年人平口粳已达

到8 03斤，相当1 950年422斤的1．91倍o『 o i‘L

建国以来，由于粳油事业的发展，国家对粳油的征购、分配‘交

换、流通、储备等方面，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制定了各种方针

政策。1951年中央颁布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1 953年11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粳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

令》，对粳食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油料产新肘，冲央又发出了《关

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955年8月国务院同时发布了

《农村粳盒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粳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命

令》，以后对这些办法又进行了多次补充，使之更加合理，逾趋完

善。按照这些政策做到了在农村准确划分余缺，确定征购对象，合理

核定征购任务，不购过头粳；在市镆实行一人一份口粳，按年令或工

种定量．，对行业、．’．鲷料与其他事业用粳都作了具体安排≯笄有可资依

据的政策。在扰行这些政策申，始格贯彻了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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