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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

基本的物资，是人民生活必需的特殊商品，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战略物

资。陈云同志说：“十亿人口吃饭穿衣r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

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历史证明，粮食形势如

何，关系到社会安定和国家的兴衰。

旧中国粮食问题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农

村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粮食生产衰退，产需矛盾日益尖锐，粮价飞涨，百

姓苦不堪言。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景德镇市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采取了

组织粮源，供应城镇．打击投机，平抑粮价的措施，在严峻的形势下．扭

转了粮食市场剧烈动荡的局面．保证了军需民食。同时，贯彻“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积极发展粮食生产，全市粮食产量，由】949年

的5997万斤，到1 952年提高到1 0585万斤。为把粮食分配纳入国家计

划，1953年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三十多年来保证了人民生活需要和

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促进了瓷业生产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1 984年全市粮食产量达33475万

斤，比1 949年增加4．58倍．粮食收购入库10937万斤(包括议购21 0

万斤)比1 953年收购入库增加2．1 7倍。

欣逢盛世．为补史之缺，根据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决定．我局抽调人

员，组成了编纂办公室．在市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帮助下．编写了这部《景

德镇市粮食志》。它记述了我市粮食工作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

来粮食工作的发展史。为研冤总结我市粮食工作的经验教训提供了翔

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对我市粮食部门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服务作用和历史借鉴作用。因

此，它是一部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珍贵史料。在此志书问世时，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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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党委和市粮食局向热心指导帮助和支持我局编修志书的市志办公

室，市档案馆等有关单位致以谢意。

编纂过程中，我局修志人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广征博采，收集资料，力求

准确记述历史事实，反映专业特点和时代特点，注意文字精炼。但由于

编志是一项新工作，缺乏经验，疏漏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有关领导，

修志行家和读者指正。

王富林

1 988年12月28日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实事求是为基本要求，本

着“详今略古”原则，进行编纂。

二、断限：上限追述到1652年，下限止于1985年。

三、体裁：本志运用述、志、记、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体。按业务

性质，分设章、节、目，横排竖写。
’

四、历史纪年：建国前按历史沿用称谓(清以前纪年用汉字书写，民

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用公

元纪年。文中所述“解放贰’后’’，系指1 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前

后。

五、度量衡单位，按各个时期历史习惯计量单位记述。解放前大米

150斤为一石(一石四斛每斛二斗五升)，15斤为一斗，1．5斤为一升。

稻谷1 08斤为一担，1 3斤为一秤。

六、货币：按各个历史时期货币名称及币值记载。解放后到1 955年

3月新人民币发行前流通的人民币称为旧人民币。

七、志稿资料主要来自省、市和上饶地区档案馆、省商业厅、市粮食

局和上饶地区粮食局档案室、市志办公室资料室以及市政协文史资料。

采访资料经考证核实使用。

八、本志按市志办公室关于粮食志的篇目编纂(编修过程中有所调

整)，篇目未涉及的范围．未编修。市粮食系统的大事要事，按编年纪事，

在大事记中记述。 ．

九、本志按照朴实、严谨、科学的要求，记述景德镇市粮食系统t7然

和社会，历史和现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本志

所述市郊或农村，是指鹅湖区、蛟坛区和昌江区的竞成、荷塘、吕蒙、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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