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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安图县粮食志》，是根据吉林省粮食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粮

食局《关于编写县粮食志安排意见》和中共安图县委．县1人民政府

《县志编纂方案》编写的。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写粮食志是历史赋予我们

的光荣使命。1985年12月，安图县粮食局建立了编纂委员会，由我任

编委主任，盛洪章．吕文芳．李殷伍三同志任副主任，吸收各职能科

室负责同志1 3人为委员，成立了史志办公室，安排五名同志做具体工

作，并发动全局提供素材，经过两年多时间，几经修稿，最后在州粮

食局史志办公室的帮助下，修改编纂成书。

《安图县粮食志》，记载1906年至1 9 85年的七十九年间安图县

粮食经济发展变化的情况以及在不：_司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国

家在粮食上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和策略，本着“统合古今，详今略古”

的原则，重点记述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食

经济发展业绩，也记载了粮食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安图县粮食志》在编纂过程中，访问了离、退休老干部、老工

人．老农民，查阅考证了大量历史档案，搜集资料65万字；承蒙县地

方志办公室，州粮食局史志办公室领导同志帮助．指导和各有关单位

给予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安图县粮食志》的问世，对于我们了解过去，用于当代，借鉴

于后人提供了可靠依据。阅读此志，可以纵观安图县粮食工作历史，

明察安图县粮食工作现状，分析和探索它的历史规律，是一部真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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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材。深信它会激励广大粮食职工荣，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更

加热爱粮食工作。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勇于开拓，积极进取， 以

忘我的革命热情去开创粮食工作的新局面，编纂出新的篇章。

·2 二

中共安图县粮食局党委书记

安 图 县 粮食局 长 安凤彻’

安图县粮食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凡 例

一、本志以1 906年为上限，1 9 85年为下限。但由于事业发展的不

尽相同，故一些章节的断限为追溯历史，详陈现状不尽统一。

二，本志结构，以篇、章，节．目顺序排列，横排门类，纵向撰

写，对粮油加工及粮油经营做了全面记述；对1979年以来兴办和发展

的集体企业做了概要记述。

三、从1 909年至1 9 74年，由于历史变迁和区域多变，经历了复杂

的历程，但均以变化后的县为单位，故一些统计数字不尽统一，

四．本志中的计量单位，多依据1 98 5年国家颁布的统一计量单位

标准记述，对历史久远的计量单位，仍保留原貌，加用脚注予以说明。

五、本志中人事更迭，依据任命令和本人简历为准， 因资料散

失，难以查询的，做空缺处理。



概 述

安图县地处长白山北麓，吉林省东南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西南

部。东邻和龙，龙井两县(市)，西靠通化地区抚松县，西北与敦化

市接壤，南部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山水相连。有雄伟壮丽的长

白山，是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地势南高北低，高山峻岭遍布全县境

内。1985年末，全县总面积7，43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6，777垧，其中

水田面积4，21 3垧。总人口19 4，442人．其中汉族占70．9％，朝鲜族占

2 7．20／0，满族占1．6％，回族占o．2％，，其它民族占0．1％。

安图县粮食局位于明月镇九龙街龙安路5—1号。局机关设12个

科室，辖属6个粮库、8个粮食管理所、5个公司、3个粮油加工厂．

1个粮油机械厂、1个粮食车队、1个职工学校、 1个衡器检修所。

有职X．1，3 04人。其中：朝鲜族53 6：名、女职：n455墨；、党员239名．团员

1 49名、全民所有制职工9 50人、工人1，1 73人。担负着全县5镇． 8

乡，29 6个自然屯近20万人口的粮．油．盐收购、调拨、加工，储存．

供应等工作以及金县饲料加工、供应任务。

安图历史悠久，但开发较晚。根据《长白山江岗志略》记载，当

时“二百来年传五姓，一人两屋即成村"，“长白左右人烟少，百里还称是

比邻”。光绪三十二年(1 906年)划归奉天省长白府辖地。据《辽宁安图

县志》记载，安图在清以前本极荒僻，人迹罕至。宣统元年(1909年)

设治前，安图设立荒务局，丈放林荒，招募开垦，内地和朝鲜流民到

安图开垦生荒面积40，356．7垧。当时农民把每年所生产的鸦片，狩猎

的兽皮，采集的人参、黄金，药材等，在九、十月间用马驼到吉林变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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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买回糖、盐、布，棉花等用爬犁拉回来。11月设治后仍是人烟寥

落，居民星稀。从桦甸、和龙划来部份农民共328户组建四乡一社，其

中地主占82％。佃农占l 8％。当年共放出荒地3，664垧，每垧收照费沈

平银四两；田赋按大、小租划类，每垧征收大租600文、小租60文。宣

统二年(19lo年)是个歉收年。为了积谷备荒，长白府在县城所在地

八旗工厂西侧建义仓五间。民国期间为奉天属地。民国十五年(19 26

年)有油坊3家。粮谷加工只有农民自家用的石碾，石磨；朝鲜族通

常以石臼春米，加工米面，自加自食。对外加工只有水磨2家。民国

十六年(1 9 27年)是个丰收年。公民张子猷等以积谷备荒为由，提请

县知事陈鸿漠获准，在县城西南重建义仓8间。民国十七年(I 9 28年)

有碾坊4家，磨坊10家，水磨坊5家，油坊4家，均因交通不便，营

业不振，业务凋敝。民国二十二年(19 33年)，圈赋执行大租600．文，

小租60文，大小租铺底钱，每垧加收l 6X、。民国二十三年(1 9 34年)

田赋改按不同土地标准征收。一垧收吉洋8角韭加收票据费2分；还

有学田租一垧2．50元；地捐一垧1．20元；官地租一垧3角。l 2月，安

图县划归问岛省。 民国二十四年(19 3 5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 93 7

年)，安图县义仓在松江、永庆、万宝、两江各设一处。总面积560平

方米，存谷1，242石。民国二十七年(19 39年)，日伪当局相继公布

了“米谷管理法”， “特产物专管法”等，从此以稻谷为主的粮食

购、销、加工直至油料作物均采取垄断政策。同年，驻安图日本守备队在

城东南修建土园仓7个，建筑面积1 00平方米。民国二十九年(1 940年)

开始，日伪当局在农村推行“出荷粮”政策；在城镇实行粮食配给。

由于购入原料受到限制，碾坊减少到3家，水磨坊2家，同时增设2

—3家精米所，粮食由兴农合作社实行配给加工。这些为数不多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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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加工作坊，深受日伪经济“统制”政策的种种限制，衰败不振。

t．946每3月，杨靖宇支队解放安图县城，建立民主政权。成立安图

县人民政府第二科，。同时设安图县贸易局。隶属吉东分省委管辖。全县

四个区只有5，1 55户、1 8，7 10人。地主、富农占农户的8．5％，占有耕

地60．8％，广大农民处于饥寒交迫的苦难深渊中。安图县人民政苛一

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一方面着手在废墟上恢复和发展民族工

商．、!址，有些民愤极大的地主、富农弃家逃走。当年lo月1日，吉林省

人民政府颁布了《征收公粮暂行条例》，废除田赋，实行统一累进征

收公粮办法。规定公粮每年征收一次，各级政府不得附加或另立课赋，

加重人民负担。这时有碾坊8家，磨坊2家、油坊4家，沿用解放前

的设备，维持其简单再生产。1947年2月，安图归吉敦地委管辖。

3月，县财粮科在原县政府(现松江食品厂)院内设公粮仓库一处，

同时在两江、万宝和十骑街各设公粮临时收购点，6月，建立县营

油坊一处，并按装三井米机一一台，为安图县公粮仓库进行粮油加

工。7月，县贸易局改称工商局。对余粮采取认购政策， 分派于村

屯，落实于农户，由工商局承担购粮任务。10月，划归吉东地委。1 9

48年3月归延边地委领导。7月省政府开放粮禁，实行有组织、有领

导地自由购买。12月县政府设立粮政科，县工商局又改为贸易局。取

消累进征收公粮办法，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政策。1949年，原

延吉县的明月区、凤宁区和福兴区划归安图。6月县城从松江迁至明

月镇，接收原延吉县管辖的明月沟公粮仓库；在明月镇医院址接收郭九

恩油坊一处，改称安图县营油坊。全县划分7个区，共1 7，7 52户、

44，7 1 8人。8月撤销县贸易局，筹建明月沟粮栈。规定安图边远山区

公粮(指玉米，高梁)可就地烧酒，就地交酒。4．8公斤粮交1公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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