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嚣



印江粮食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陈启成

黄文杰袁宗禄

戴克先 饶景鑫 杨再荣 程文贤

吴友谋 李世升 柳人进 田庆衍

杨秀江任达元 胡大才 张献开

田儒国 涂当贵 刘菊华 张俊珍

编写组成员：

主编： 袁宗禄

副主编：。，： 戴克先 张俊珍 ．

聘请编辑： 涂旭阳

编 辑： 张俊珍 左永乾饶景元 徐素芬
’ 田庆衍



蔷筒班嚣酒彗芯母爵
．Ⅲ



印江粮食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t起前排：胡大才任达元张偿跨黄支杰袁宗禄陈启成田废衍刮菊华榔^：t

后排：张献开扬再荣涂"-3贵车世升程文贤戴克先田儒国饶哥鑫吴友谋扬秀江

印江粮食志编写组成员

，警左起前排：涂旭阳#末禄张傻碜
t 后排：饶景元壬市乾戴市t田废衍像素芬



轻窜春噬批群球曩f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贵州省印江县饵辩公司 责州省印江县粮油议购议铕公司

印江县粮食局汽车队

_p

芎，囔



印江县粮油加工厂

印江县峨岭区粮食管理所



印江县板溪区粮食管理所

印江县天堂Ⅸ粮食管理所



印江县术黄区粮食管理所

印江县朗溪区粮食管理所



印证县缠溪区粮食臂理所

印江县详覆区粮食臂理所



目 录

上 篇

第一章 赋政历史沿革⋯⋯⋯⋯⋯⋯⋯⋯⋯⋯⋯⋯⋯⋯⋯⋯⋯⋯⋯8

第一节 赋制起源及演变⋯⋯⋯0 0 0 O i·⋯⋯⋯⋯⋯⋯⋯⋯⋯⋯·8

第二节 田亩赋籍⋯0 0 0 0 0 0 O⋯⋯⋯⋯⋯⋯⋯⋯“⋯⋯⋯⋯⋯⋯-·12

第二章 机构建置⋯⋯⋯⋯⋯⋯⋯⋯⋯⋯⋯⋯⋯⋯⋯⋯⋯⋯⋯⋯⋯17

第一节 田亩勘查机构⋯⋯⋯⋯⋯⋯·⋯⋯⋯⋯⋯⋯⋯⋯⋯··⋯17

第二节 田赋管理机构⋯“，⋯⋯⋯⋯⋯⋯⋯⋯⋯⋯⋯⋯⋯⋯⋯·19

’第三节 军粮征购(借)机构的设置⋯⋯⋯⋯⋯⋯⋯⋯⋯⋯⋯27

第四节 积谷管理机构⋯⋯⋯⋯⋯⋯⋯⋯⋯⋯⋯⋯⋯⋯⋯⋯⋯28

第三章 征收、征购(借)、随赋带征⋯⋯⋯⋯⋯⋯⋯⋯⋯⋯⋯⋯33

第_节． 田赋征收⋯⋯⋯⋯⋯⋯⋯汹⋯⋯⋯⋯⋯⋯⋯⋯⋯⋯⋯33

第二节 军粮征购、征借⋯⋯⋯⋯⋯⋯⋯⋯⋯⋯⋯⋯⋯⋯⋯⋯43

≯、：第互节少积．谷⋯⋯⋯⋯⋯⋯⋯⋯⋯⋯⋯⋯⋯⋯⋯⋯-⋯⋯．．．·48
，、．第四节’j公产租谷⋯⋯⋯⋯⋯··：⋯⋯⋯⋯⋯⋯⋯⋯⋯⋯⋯⋯⋯56

‘：乞第五节．，-。灾情减免⋯⋯⋯⋯⋯⋯⋯⋯⋯⋯⋯⋯⋯⋯⋯⋯⋯⋯．t．．57
’■ ：’，

+％第密节i．人民抗粮斗争⋯⋯⋯⋯⋯⋯⋯⋯⋯⋯⋯⋯⋯⋯⋯⋯⋯64
第四章，仓储、加工、调运⋯⋯⋯⋯⋯⋯⋯⋯⋯⋯⋯⋯⋯⋯⋯⋯．．·68‘

第一节。仓库设置⋯⋯“j⋯⋯⋯⋯“⋯⋯··?⋯⋯⋯⋯··?⋯⋯⋯68‘

第二节 粮食储存和保管⋯⋯⋯：⋯⋯!．．·j⋯··⋯⋯⋯⋯⋯⋯⋯··7l

第三节 粮食加工⋯⋯⋯⋯⋯m⋯⋯⋯⋯⋯⋯⋯⋯⋯·O O o o q·‘¨·78

第四节 粮食调运⋯⋯⋯⋯⋯．．．⋯⋯⋯⋯⋯·：：⋯⋯⋯⋯⋯⋯⋯81

1

l

2

4

●

●

●

●

●

●

●

●

●

●

●

●

●

●

●

■

●

●

●

●

●

●言侧述序凡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Administrator
矩形



第五章 油

第一节

第二节

下 篇

第六章机构设置⋯⋯⋯⋯⋯⋯·O O O e@Q d O O J O@D@⋯⋯0 9@0 0 0@g 9⋯⋯⋯⋯⋯90

第一节 粮食局⋯⋯⋯⋯⋯⋯⋯⋯⋯⋯⋯⋯⋯⋯⋯⋯⋯⋯⋯⋯90

第二节 局办事机构的职能范围⋯⋯⋯⋯⋯⋯⋯⋯⋯⋯⋯⋯⋯94

第三节 局直属机构⋯⋯⋯⋯⋯⋯u@B 8 0@o Ot o@O⋯⋯⋯⋯⋯⋯⋯⋯95

第四节 区级粮食机构⋯⋯⋯⋯⋯@@G·e O O@O J O 0 0 6 9 0 0 0 0 Q 0⋯⋯⋯⋯⋯96

第七章 党、团、工会组织建设⋯⋯⋯⋯⋯⋯⋯⋯⋯⋯⋯⋯⋯⋯⋯99

第一节 党的组织建设⋯⋯⋯⋯⋯⋯⋯⋯⋯⋯⋯⋯⋯⋯⋯⋯⋯99

第二节 团的组织建设⋯⋯⋯⋯⋯⋯⋯⋯o·o o@g 4 o e o al⋯⋯⋯⋯⋯100

第三节 工会组织建设⋯⋯⋯⋯⋯⋯⋯⋯⋯⋯⋯⋯⋯⋯⋯⋯⋯101

第八章职工队伍建设⋯⋯⋯⋯⋯⋯⋯⋯⋯⋯⋯⋯⋯⋯⋯⋯⋯⋯⋯10,3

第一节 职工队伍的发展⋯⋯⋯⋯·Q B Q g Q O O 0⋯⋯⋯⋯⋯⋯⋯⋯⋯103

第二节 职工教育⋯⋯⋯⋯⋯⋯⋯⋯⋯⋯⋯⋯⋯⋯⋯⋯⋯⋯⋯105

第三节 先进集体、个人⋯⋯⋯⋯⋯⋯⋯⋯⋯⋯⋯⋯⋯⋯⋯⋯106

第四节 政治运动⋯⋯⋯⋯⋯⋯⋯⋯⋯⋯⋯⋯⋯⋯⋯⋯⋯⋯⋯109

第九章粮食征购⋯⋯⋯⋯⋯⋯⋯⋯⋯⋯⋯：⋯⋯⋯⋯⋯⋯⋯⋯⋯··111

第一节 筹集粮袜⋯⋯⋯⋯⋯⋯⋯⋯⋯⋯⋯⋯⋯⋯⋯．．．⋯”■”1Il
’

第二节 征收⋯⋯⋯⋯⋯⋯⋯⋯⋯⋯⋯⋯⋯⋯⋯⋯⋯⋯⋯⋯113

。第三节 粮食统购⋯⋯⋯⋯⋯⋯“⋯⋯⋯⋯⋯_⋯o·+⋯．．0·：t声．．120

5

5

7

8

8

8

●

●

●

●

●

●

●

●

●¨类工～类工～种加

¨

匕日匕日．月窖月脂．油油



第三节 支 农⋯⋯⋯⋯⋯⋯⋯⋯⋯⋯⋯⋯⋯⋯⋯⋯⋯⋯⋯167

第四节 农村粮食管理⋯⋯⋯⋯⋯⋯⋯⋯”⋯⋯⋯⋯⋯⋯⋯⋯·171

第五节 粮食分配⋯⋯⋯⋯⋯⋯⋯⋯⋯⋯⋯⋯⋯⋯⋯⋯⋯⋯⋯172

第六节 农村储备粮⋯⋯⋯⋯⋯⋯⋯⋯⋯⋯⋯⋯⋯⋯⋯⋯⋯⋯174

弟十一章 市镇粮食统销⋯⋯⋯⋯⋯⋯⋯⋯⋯⋯⋯⋯⋯⋯⋯⋯⋯⋯176

第一节 市镇人口用粮⋯⋯⋯⋯⋯⋯⋯⋯⋯⋯⋯⋯⋯⋯⋯⋯⋯176

第二节 补助粮⋯⋯⋯⋯⋯⋯⋯⋯⋯⋯⋯⋯⋯⋯⋯⋯⋯⋯⋯⋯188

第三节 工商、饲料粮⋯⋯⋯⋯⋯⋯⋯⋯⋯⋯⋯⋯⋯⋯⋯⋯⋯192

第四节 推行F旅大经验一⋯⋯⋯⋯⋯⋯⋯o⋯⋯⋯⋯⋯⋯⋯196‘

第五节 人粮、票证管理⋯⋯⋯⋯⋯⋯⋯⋯⋯⋯⋯⋯⋯⋯⋯⋯198

第六节 粮店工作⋯⋯⋯⋯⋯⋯⋯⋯⋯⋯⋯⋯⋯⋯⋯⋯⋯⋯⋯206

第十二章 议购议销与市场管理⋯⋯⋯⋯⋯⋯⋯⋯⋯⋯⋯⋯⋯⋯⋯208

．第一节 议价经营⋯⋯·‘⋯⋯⋯⋯⋯⋯⋯⋯⋯⋯⋯⋯一⋯⋯⋯⋯208

第二节 市场管理⋯⋯⋯⋯⋯⋯⋯⋯⋯⋯⋯⋯⋯⋯⋯⋯⋯⋯⋯213

弟十三章 油脂(料)产、购、销⋯⋯⋯⋯⋯⋯⋯⋯⋯⋯⋯⋯⋯⋯216

第一节 油料生产⋯·⋯⋯⋯⋯⋯⋯⋯⋯⋯⋯⋯⋯⋯⋯⋯⋯⋯“216

第二节 解放初期油脂经营J@O Q D@@I O@@O 6 0@g O g⋯⋯⋯⋯⋯⋯⋯⋯⋯218

第三节 食用油脂(料)统购⋯⋯⋯⋯⋯⋯⋯⋯⋯⋯⋯⋯⋯⋯219

第四节 非食用油脂(料)收购⋯⋯⋯⋯⋯⋯⋯”．⋯⋯⋯⋯⋯·221

第五节 收购油脂(料)奖售⋯⋯⋯⋯··：⋯⋯⋯⋯⋯⋯⋯⋯⋯222

第六节 食油统销⋯⋯⋯⋯⋯⋯⋯⋯⋯⋯⋯⋯⋯⋯⋯⋯⋯⋯⋯224

第七节 非食用油销售⋯⋯⋯⋯⋯⋯⋯⋯⋯⋯⋯．-⋯⋯⋯⋯⋯·231

第十四章。粮油价格⋯⋯⋯⋯⋯⋯⋯⋯⋯⋯⋯⋯⋯⋯⋯⋯⋯⋯⋯⋯234

·．第，一节．．粮食价格管理⋯⋯⋯⋯⋯⋯⋯⋯⋯⋯⋯·j⋯⋯⋯⋯⋯·234

。．．j第毒蕈·粮食购销价格@O O O@@D O 0@?⋯⋯⋯⋯⋯·@@g g g@O o m o·0 01 oO o o⋯⋯234

’-。．第三蒂∥油脂(料)价格⋯⋯⋯⋯⋯⋯⋯⋯⋯⋯．．．⋯⋯⋯⋯⋯243
第十孟章吖。计划统计⋯⋯⋯⋯⋯⋯⋯⋯⋯⋯··?⋯⋯⋯-⋯⋯⋯⋯⋯246

第一节 计划控制⋯j⋯⋯⋯⋯⋯⋯⋯⋯⋯⋯⋯⋯⋯⋯⋯⋯⋯⋯．246

第二节 统 计⋯⋯⋯．．．⋯⋯⋯⋯⋯⋯⋯⋯⋯⋯⋯⋯⋯．⋯⋯247

第十六章 粮油储运“．⋯⋯⋯-．．⋯⋯”⋯⋯⋯⋯⋯⋯⋯⋯⋯⋯⋯⋯··250

第一节 粮油入库⋯．．．”．⋯⋯⋯⋯⋯⋯⋯⋯⋯⋯j⋯⋯⋯⋯p⋯·250 ．

3



第二节 粮油检验⋯⋯⋯⋯⋯⋯⋯⋯⋯⋯⋯⋯⋯⋯⋯⋯⋯⋯⋯254

第三节 粮油保管⋯⋯⋯⋯⋯⋯⋯⋯⋯⋯⋯⋯⋯⋯⋯⋯⋯⋯⋯255

第四节 四包、定额管理⋯··Q 0 0 0⋯⋯⋯⋯⋯⋯⋯⋯⋯⋯⋯⋯⋯261

第五节 专直库与“甲字”粮⋯⋯⋯⋯⋯⋯⋯⋯⋯⋯⋯⋯⋯⋯263

第六节 器材、装具管理⋯⋯⋯⋯⋯⋯⋯⋯⋯⋯⋯⋯⋯⋯⋯⋯264

第七节 粮油调运⋯⋯⋯⋯⋯⋯⋯⋯⋯⋯⋯⋯⋯⋯⋯⋯⋯⋯⋯265

第十七章 粮油、食品、饲料工业⋯⋯⋯⋯⋯⋯⋯⋯⋯⋯⋯⋯⋯⋯272

第一节 粮油工业基本情况⋯⋯⋯⋯⋯⋯⋯⋯～⋯⋯⋯⋯⋯⋯·272

第二节 技术革新与工艺改革⋯⋯⋯⋯⋯⋯⋯⋯⋯⋯⋯⋯⋯⋯278

第三节 粮食加工⋯⋯⋯⋯⋯⋯⋯⋯⋯⋯⋯⋯⋯⋯⋯O O O O 0 0⋯⋯284

第四节 油脂加工⋯⋯⋯⋯⋯⋯⋯⋯⋯⋯⋯⋯⋯⋯⋯⋯⋯⋯⋯287

第五节 粮油加工管理⋯⋯⋯⋯⋯⋯⋯⋯⋯⋯⋯⋯⋯⋯⋯⋯⋯288

第六节 饲料工业⋯⋯⋯⋯⋯⋯⋯⋯⋯⋯⋯⋯⋯⋯⋯⋯⋯⋯．⋯292

第七节 食品工业⋯⋯⋯⋯⋯⋯⋯⋯⋯⋯⋯⋯⋯⋯⋯⋯⋯⋯⋯293

第十八章 基本建设⋯⋯⋯⋯⋯⋯⋯⋯⋯⋯⋯⋯⋯⋯⋯⋯⋯⋯⋯⋯295

第一节 粮仓建设⋯⋯⋯⋯⋯⋯⋯⋯⋯⋯⋯⋯⋯⋯⋯⋯⋯⋯⋯295

第二节 储油器建设⋯⋯⋯⋯⋯⋯⋯⋯⋯⋯⋯⋯⋯⋯⋯⋯⋯⋯302

第三节 粮油加工厂⋯⋯⋯⋯⋯⋯⋯⋯⋯⋯⋯⋯⋯⋯⋯⋯·⋯··302

第四节 办公室、宿舍⋯⋯⋯⋯⋯⋯⋯⋯⋯．．⋯⋯⋯⋯⋯⋯⋯·305

第十九章 财务会计⋯⋯⋯⋯⋯⋯⋯⋯⋯⋯⋯⋯⋯⋯⋯⋯⋯⋯⋯⋯308

第一节 财 务⋯⋯⋯⋯⋯⋯⋯⋯⋯⋯⋯⋯⋯⋯⋯⋯⋯⋯⋯308

一．．．第二节．会．+，．计Ⅵ⋯⋯．．．⋯⋯⋯⋯⋯⋯⋯⋯⋯⋯⋯⋯⋯⋯⋯320

附’．录：·二⋯·-：??：?··⋯一，；··。⋯⋯．⋯。：⋯·⋯⋯．·⋯····．．．⋯···!···⋯·⋯·；··!·324

：大事记o．．．．⋯?⋯．．I：·?·⋯?，·：⋯：i?⋯：⋯：小·；⋯⋯⋯：⋯：⋯r．、．、?’·：·：扎327

、编后记。?“～”“：’：：一．．：叫?j—j¨!“i”。：j¨．!t．!：：：!：¨⋯：j?一弩j一’!÷一：354

4



序 言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

国人民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欣逢盛世，编史修志，

乃人民的希望，历史的赋托，现实的要求。是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伟大而艰

巨的工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印江粮食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忠

于史实、秉笔直书的严谨态度，贯穿于编纂的全过程。1984年12月成立编纂委员

会。从1985年3月着手搜集资料，至1987年11月10日全志脱稿。经全体编委和有

关单位、人士审议后进行修改，于1988年4月结束订稿。历时8年零2．个月。在

编纂过程中，全体编纂工作人员广征博采，通过社会调查和查抄档案材料，进行

认真细致的整理。从明洪武十四年九月(公元1381年10月)至公元1985年12月，

共605年的有关印江粮食工作方面的历史资料约200万字。在浩繁的史料中，经编

纂人员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反复切磋，数易其稿，

全志19章82节，约35．8万字。

《印江粮食志》较为翔实地反映了印江县从明洪武十四年九月至中华民国期

闻的粮食工作概况，重点地记叙了新中国建立三十六年来，印江县粮食部门在中

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粮油方针、政策，为发展

经济，保障供给，巩固工农联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本县粮食事业发展演变的

过程。是一部承先启后，惠及子孙的珍贵史料。它的问世，为现在和将来的粮油
工作者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认识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制定规划，开创

粮油工作新局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a：，并将进一步激发全县广大粮食职工热

受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发展经济，．振兴印江作出贡献o，；．： ；，，．

、‘+《印江粮食志》在编写过程电．，。．得到了中共印江_县委‘、人大、政府的大力支

持和。《铜仁地区志：?粮食志》编要，’印江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号妒以及档案部门

等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ot谨仳，嵌示诚挚的谢意娃并对衰特‘关注和参与此志编
写工作的各位同志，．专并表示衷心感谢l。

．编妾主任，。⋯?睐启蔚．
j．；?⋯；1’988牵4角岛白；．!“+ 年4月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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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印江粮食志》中所用的简化字，一律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

《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以《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二、本志书所注的资料出处，如书名、文件、条例标题、粮油料票和法定的

统购统销凭证，均用书名号《 》；录用的原文用引号“ ’’，百分比用％

符号，百分比之间用～符号连接。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加上“ ，，

号。

三、对地名有更改的，一律使用原名并在首次出现时加注今名。如尚武

(今刀坝)，再次使用时不加注。人名，巳故者加黑方框框[二]符号作为标
记。

四、机关单位名称，在首次出现时写全衔，并加注简称。

五、对世纪和年代的写法，上篇从明、清至民国时期，按各个朝代的年号写

汉字，并在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前年号或公元年号，下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起，使用公元纪年。

六、志书内所设的各种照片、示意图和统计表，为了便于读者阅览，将照

片、图表分类置于各章节的文中或节末，隔页的加注页码。

七、为避免在书的前面占用篇幅过多，故将大事记置于本书附录之后。

八、与本书各个章节无关但又需记载的问题，作为附录载入书中。如度量衡

制变改，建国后在粮食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较重大事件等。

九，下篇所列粮油征购，销售、调拨，加工等各种统计表的数据，因粮油统

计年度进行过多次变更，故以各年度统计年(季)报表数为准，统按当年4月至

1次年3月的粮食统计年度进行整理。．．

十、对数字书写法，有汉字和阿拉伯字两种。．

(一)用汉字书写的I ‘一．．一．·

1．世纪，年代，如二半世纪、五十年代。·
‘

2．地名，如三村，四坳堡，六井溪· -． ．．，

·‘

3．行政单位，第六行政公署，第一区、中南二O九地质队0·人民解放军三十

一师、一三八静粮店o．． ’．．． ．．，．

4．政治运动简称和业务述语，如。三反嚣、“五反’’、“四清"、崔四无打、

“六好”、“兰兼顾”，“二留”，簟三定"、水稻“三系”，叫四类六等"、

2



“三等九则"，“三级所有"、“三线建设’’，“三结合”、“四联单"、“四

项基本原则力o

5．计划和分数，如“一五万计划、一定三年、一定五年、十分之二，四六分

成，人七劳三分配o

(二)用阿拉伯字写的：
‘

1．田土面积、产量，增减百分比以及区、乡，村、队、户数、人口统计数

据。

2．志书所载的银两、银元，法币和粮油征，购、销、调、加、存等项数据。

3．粮油票面额，定量标准，增长或下降倍数，分成比例，灾歉成数，建筑面

积、长度、幢数，层数、间数，运输工具、里程等等。

十一、志书所载《印江县1949至1985年粮食产量、征购负担统计表》中的人

口、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系以印江县统计局提供资料为准。

十二、粮油购销价格，1950至1953年的牌价已按新币折算填列。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