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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志书，是我国悠久的传统，历来为社会有识之士所重视。但

编纂志书是一门软科学，也是一项浩大的文字工程，无论古人还是今

人，必须是在国泰民安、国富民强之时进行。故前人有“盛世修志”

之说。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盛世。《黄陂粮食志》于这盛世之

中应运而生，这对我县粮食系统来说，是一件可作欣慰和可贺之事。

前人编修史志，是为治国、治郡提供借鉴，今天我们用新观点、

新材料、新方法编纂的社会主义新志书，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

代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历史借鉴。无容置疑，志书是具有“资治、教

育、存史”的多功能作用的。

《黄陂粮食志》是在资料不全、人力不足、时间不长和毫无编志经

验的情况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与鼓励下，通过编纂人员的努力，今

己勉强成篇。它以粮油购销为主，通过流通环节，较客观地，如实地反

映了本系统的历史和现状。对有志于粮食工作的干部、职工提供了一

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对推动粮油商业的改革、组织商

品流通不无裨益。深信它将会受到全县粮食系统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的

青球、推崇。愿它能与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事业凝成一体，光照

千秋。

罗循章



凡 例

1．本志采用章节体，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以章节为基本

记述单位，全志共十篇。具体篇目是：粮食机构、粮油政策、粮油商

业、粮油储运、粮油加工、会统工作、支援农业、粮油科技、企业建

设、要事简记等。全志约18万字。

2．本志内容，以建国后为主，适当记述建国前的史料。在本志内

容中涉及到的有关历史朝代，均沿用通称。如明、清、中华民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日寇侵占时期

建立的敌伪政权称“日伪政权”。

3．本志的纪年方法，建国前的各历史朝代、纪年均采用朝代年号

及汉字加括号注明公元午、月、日。如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883年)。

建国后则采用公元纪年及阿拉伯数字。如1949年10月1日。

4．本志使用资料主要来源于社会调查的口碑资料和中央、省(市)。

县档案(图书)馆所存的历史档案。建国后的资料来源于本局的历史

档案和各种报表。有些与本系统有关但又无需写入文志中的历史资料

一般列入“附录”。

5．本志体例以时间为经，以专业为纬，横排竖写。内容以文志为

主，辅以图表。各章节可独立成篇。编写上采取断代史的方法，使用

的是语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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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黄陂县粮禽[三生，统摊乍问



q黄陂县粮食局食品厂综合经营部

p黄肢县粮食局城关粮管所米



黄陂县粮食局饲料工业公司综合经营部V

△黄破县粮食^5饲料’1j业公司『i曲挖制寰



司黄胺县面粉厂车问一角

》黄脏县面粉广车问大楼



q黄陂县横店溶剂挑H

黄陂县粮食局横店粮库拱扳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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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黄陂县粮食硒横店粮眯

司横店粮摩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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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黄陂地处武汉市北，东与红安、新洲两县鼎足并峙，西与孝感边

缘山川毗连，南濒长江、俯河与市区相望，北枕大别山脉与大悟县夹

谷为邻。地势山环水抱，北高南低，属丘陵平原，是湖北省的产粮县

之一。主要产稻麦，其中稻占大头。

在远古时代，黄陂的农业就较为发达，随后经过漫长的封建岁

月，使黄陂形成为传统的稻米产区。建国前在正常年景下，黄陂生产

的粮食除自给外，尚有部分出口，行销鄂、豫、皖等省的部分县市。

尽管黄陂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县，并且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农业生

产经验，但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和较长时间的战争摧残，以及外

来侵略者的掠夺，加上旧政权只知横征暴敛，从不兴修水利，几乎每

年都有大小不同的旱涝灾害，使黄陂的农业生产常处于萧条不堪的状

态。不少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谋生，流落全国各地。

故历来有“无陂不成镇"之说。

建国后，农村经过土地改革，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解

放了生产力，加上人民政府大力动员和扶持农民兴修农田水利，提倡

科学种田，推广优良品种，及时发放农业贷款和粮油预购定金，使粮

食产量由建国初期的31，200万市斤(原粮，下同)，提高到1985年的

1 00，043万市斤，是建国初期的3倍多；油脂产量由建国初期的1 o，81 1

担，提高到1985年的108，394担，是建国初期的10倍多。

在粮食经营方面，人民政府为了发展生产，平抑粮价，稳定市

场，保障军需民食供应，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决策和措施，使粮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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