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镜地匝餐虢



上饶地区粮食

上饶地区粮食志编篡组编

一九八九年十月

士
JI全



序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建国30多年来，粮食工作的经验

是丰富的。为了保存这部分宝贵史料，在1985年上半年，我们就酝酿

编纂“上饶地区粮食志”。1 986年，地志办要我们编修粮食工作方面的专

业志，为替“上饶地区志”提供资料，于是加快了步伐。在1986年5

月，组成了Ⅳ粮食志编纂办公室”，开始进行搜集资料-9编纂工作。

在上饶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地志办)的具体指导下，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于1987年8月写出初稿，紧接着在广丰县桐坂开

了一次稿评会，组织上饶地区粮食局从事粮食工作多年的业务骨于参

加评审，并邀请地志办的领导同志-9修志行家莅临指导。-9会同志对

初稿提出了许多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会后，编纂人员多方面、多渠

道地进行了资料的再搜集；对篇目-9资料的安排作了适当调整，并对

文字尽其所能地认真作了反复修改。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在国民经济中

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中国历来虽然以农立国，但在旧中国种植粮食

的农民，却“丰年不得温饱，凶年不免于死亡’’。由于饥寒交迫，求

生无路，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的农民革命。民国时期，出于抗El战争

政治与经济的需要，对粮食进行了管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

政府，本着“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精神，对粮食进行

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保证了区内各个方面的合理需要，使城乡



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此外，还调出了大量粮食，支援国家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打破了帝国主义者。中国任何政府都解决不

了全国人民吃饭问题"的断言，这是党对粮食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

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上

饶地区的粮油生产，摆脱了进展缓慢的局面，产量迅速增长。再者，

由于粮油收购价格和超购加价比例的大幅度提高，粮食征购基数与以

后的合同定购数量又一再调减，因而自1979年以来，种植粮油农民的

收益，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是改革后取得的又一个新胜利．

建国以来的粮食工作经验是非常珍贵的，把30多年来的粮食史料

收集起来，整理成篇，这对于我们了解过去，珍惜现在和研究将来，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上饶地区粮食志”几经修改，现已定稿。这部

粮食志当然还不够完善，但基本展现了上饶地区粮食经济的历史与现

状，可以起到“存史”的作用。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我们可以

从中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兴利除弊，把粮食工作进一步

搞好，促使粮油生产跃上更新、更高的台阶，为上饶地区的经济腾飞

作出新贡献。

徐 东 南

一九八九年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思想性、科学性

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以反映解放后上饶地区粮食

专业的历史与现状为重点；并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区特点与专业特

点．解放前的粮食史料，分别穿插于各有关章节。

三、本志根据“贯通古今”的原则，上限不拘，就所掌握的资

料，尽量上溯到可能追溯的时间，下限止于1 986年。为与史料求得统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旧纪年(公元纪年以括号加注)，成’

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采用志、记、图、表、录五种形式，以志为主体。各章

均以“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方式进行编纂。

五、本志的粮(油)产、购、销、调、存数字，以地区统计局的

统计资料为准；未编入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以地区粮食局的统计资料

为依据。其他统计数字，则以地区粮食局的档案资料与有关职能机构

斯积累的资料为依据。

六、本志的计量单位，粮(油)产量、收购、销售、外调、库存

教螯采用公斤；粮(油)工业有关数量按习惯采用吨；从历史性资料

及政策性文件中抄录的部分，为保持原状，沿用其原用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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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省图书馆、省档案馆、地区档案馆与地区

粮食局各科室及直属单位。此外，还向各县(市)粮食局征集了一部

分资料。



地区粮食局办公大楼



地区粮食局职工家属宿舍

地区粮食局小礼堂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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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上饶地区位于江西的东北部，与闽、浙、皖三省接壤，地委、行

署所在地上饶市，为闽、浙、赣交通要道，并为军事战略要地。抗日战

争期间，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即设在离上饶市159里的

皂头(当时改名为赵家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饶地区

曾是赣东北苏区，成立过赣东北省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

上饶地区所辖各县，在清代分属于广信府、饶州府，民国二年

(1 91 3#-)改为道。民国l 6#-(1 927年)废道，各县直隶于省。民国21

年(1 932年)设行政区。民国24年(1 935年)，全省13个行政区归并

为8个行政区时，上饶地区各县分属于第五、第六两个行政区。解放

初期，两行政区合并为赣东北区(直隶于华东区)，去掉原第五行政区

所辖之九江、星子、德安、瑞昌4县，增加资溪、金溪、东乡、进贤4

县，共辖22个县(市)。1 949年9月，赣东北区划归江西省领导，分设

上饶、浮梁两专区。上饶专区辖上饶市及上饶、铅山、广丰、玉山、

横峰、弋阳、贵溪、余江、、东乡等九县一市；浮梁专区辖景德镇市及

婺源、波阳、乐平、德兴、余干、万年、浮梁等七县一市。1952年10

月，浮梁专区并入上饶专区。以后，景德镇市、浮梁、东乡、乐平、

贵溪、余江等县市陆续划出，现辖12#-县(市)。

上饶地区1 953年共有耕地面积5489514亩，其中水田4580984亩，

旱地908530亩(1950年耕地面积为4946452亩，1986年为470406 7亩)。

粮油为上饶地区各县的主要农产品，1949年全区粮食产量为5413 6万

1



公斤，最高的1 984年达220929万公斤，比1 949年增长三倍多。波阳、

弋阳、河口、上饶等地为历史上的粮食主要集散地。波阳、余干两县

号称鱼米之乡，并盛产油菜籽、芝麻。玉山、上饶、广丰、横峰为油

茶主要产地。全区油茶山面积，解放初期为l 4 o万亩，到1 975年，发

展为1 96万亩。全区油菜籽产量，最高年分折油1032万公斤；油茶产

量，最高年分折油485万公斤；芝麻产量，最高年分折油446万公斤。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无粮

则乱”。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物资。但自古以

来，这种宝贵物资却掌握在豪门贵族、地主富商手中，成了他们剥削

劳动人民的手段。中国历代农民，都在封建制度的政治枷锁和经济剥

削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生活。特别是在民国20年(193 1#-)

“九--／k”那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在帝国主义武力扩张、

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下，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农民，

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倘遇灾歉，则老弱转死于沟壑，少壮者也

抛妻另1]子，弃地逃荒，在死亡线上挣扎。

中国素称以农立国，历来对粮食都很重视，一方劝农以增加收

获，一方i设立仓储，以救荒济贫。但粮食管理始自管仲，管仲以

前，政府虽亦重视粮食问题，其方法不过简单的“劝农”、 。积

谷”，至管仲乃有轻重敛散之说。管仲认为： “岁有凶穰，故谷有贵

贱；令有缓急，故谷有轻重”。他所推行的办法，乃当丰收年成谷价贱

时，政府用低微的代价颈藏米谷等粮食，待歉收时谷价增高，然后卖

出。这一作法，虽可调剂民食，但其主要目的则在富国，亦即他所说

的“君必有十倍之利”。其后，魏文候相李悝就不同，他说： 。谷甚

贵伤人，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他从保护生产者和

消费者着眼，主张平谷价，推行平粜政策，亦即丰年按年成丰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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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定籴入之多寡，歉年按灾歉程度而粜出；即所谓： “故大熟则籴三

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

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

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汉书．食货

志)，此即历来的常平仓制度。李悝的平粜政策“行之魏国，国以富

强”，为后世所因。汉有储粜之便，隋有义仓之制，唐有社仓之设，

宋有和粜之法，名称虽各不相同，而备荒之意则一。为救济灾荒，还

有移民就食及运粟济民的措施，亦即孟子所说的： 。河内凶，则移其

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历朝虽有常平仓、义仓、社仓和移民就食，运粟济民等等备荒救

灾的措施，但对整个社会的粮食交换分配，各地域间产需之调整，政

府并不过问。政府之在粮食流通方面进行干预管理，实肇始于民国二

十八年(1 939年)。抗日战争期间，民国政府为了适应战时政治经济

的需要，曾设立粮食管理机关，进行粮食全面管理。民国二十八年

(1 939年)七月，第三战区在上饶成立第三战区战时粮食管理处；二十

九年(1 940年)春，又在上饶地区各县成立战时粮食管理处；同年七

月，江西省颁布“江西省粮食管理大纲”，将各县战时粮食管理处改组

为县粮食管理处。当时管理粮食的要点是：一、调剂盈虚；二、平衡

粮价；三、供应军粮。管理办法的精神，在于统一收购，统一分配，

切实掌握境内的粮食。但因江西所订的管理办法与行政院准许粮食自

由流通的命令相抵触，同年十月即通令废止。

其后，虽也实行过评价，并在部分县城进行公卖、平粜，希图以

这些措施来平抑粮价；终因政府手中没有雄厚的物资作后盾，公卖、

平粜的面既不广，而且时断时续，再加上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的

制约，收效甚微，人民所得的实惠并不多。特别是民国后期，由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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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发动内战以及民国政府滥发货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粮价飞

涨，每石食米的价格竟高达数千万元，因而市井居民，人人在精神上

都受到难以言喻的压抑。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贯重视粮食工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在井岗山地区就创办过“公卖处”，在各个根据地成立过

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和合作总社。赣东北苏区也设有对外贸易

局，所属县设处，并在横峰县葛源设有赣东北省消费合作社；这些单位

都经营粮食，除调剂民食外，还在白区建立商店，从苏区运出大米，

从白区购回紧缺的食盐、药品和日用工业品，解决军民急需。当时，

金苏区各类采办人员多达三百余人。

1949年，上饶地区解放，在筹建人民政权阶段，即着手抓粮食工

作，一面接管，一面筹借军粮(原上饶专区九县一市，共筹借军粮1593

万公斤，原浮梁专区征借数字无从查考)，支援大军西进与南进。随

后相继建立了粮食局与粮食公司。粮食局承担公粮的征收与支用(当

时，粮食局在供应军粮、马草、柴火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粮食公

司则通过粮食买卖的经济活动，稳定市场粮价，安定人民生活，支援

工农业生产。为了加强粮食工作的统一管理，1952年to／I，各级粮食

公司并入同级粮食局，组成了属于中央粮食部的政企合一统一的粮食

系统，专门从事粮油商品的分配与交换工作。建国后的粮食机构，与

旧中国的粮食机构截然不同，它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

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对农民所生产的粮油，进行全面安排、

合理分配，把商品粮油及时收购上来，然后有计划地供应给城镇、工

矿和农村缺粮人民。建国以来，粮食管理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网点遍及城乡；业务有收购、销售、调运、储藏、加工等；工作涉及

粮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过程。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

t



人民服务，是新中国粮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953年，在粮食经营中，出现了购销不平衡越来越突出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中央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矛盾，在

粮食问题上的反映。为解决这一矛盾，党中央、政务院断i然采取了

粮食统购统销的措施。以后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制订了一系列有关

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如“立足国内，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历行节

约”、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

益”、 “及时收购、同时安排”、 “合理负担，藏粮于民”、 “绝对

不可以购过头粮”、 “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等等。’这样，粮食工作

就有所遵循，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保证了各个方面对粮食的

合理需要，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粮食

系统本身业务，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为帮助农村人民做好

粮食的收打、保管、吃用三件事，从1 962年起，农村人民公社各级

组织，也建立了集体粮食管理组织。

粮食的交换、分配和消费，取决于生产。建国以来，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由于生产的增长，与人口的增长、国家需要的增长不相适应，

存在产需之间的矛盾。因此，粮食工作的任务是极其艰巨和繁重的，

除粮食部门全力以赴外，各级党政每年在粮食征购和农村人民生活

安排方面，也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有时甚至是全党动手、全民动员。

I 953年，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胜利地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 955

年，农村粮食“三定”，城镇人口以人分等定量供应的顺利进行；三

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在粮食产量低、库存少的情况下，战胜严重困

难：无一不是各级党政切实加强领导，紧密依靠群众所取得的结果。

由于粮食产需之间存在矛盾，上饶地区在粮食方面所经历的艰难岁月

是不短的。1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调整方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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