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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县，古名沙阳堡，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县境内土地肥沃，

河湖众多，是农业、渔业产区。农业生产以粮、棉、油和芋麻为

主。新中国诞生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农业生产

十分重视。在一千零一十七平方公里土地上勤劳智慧的嘉鱼人民，

特别把发展粮食生产作为事关国计民生大事来抓，取得了巨大成

绩。

嘉鱼县粮食局，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为服务于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服务于历

史科学的研究，提供历史借鉴。现已将历史特别是近三十六年来的

粮食工作编成志书，是一件可喜可贵的大事。

《嘉鱼县粮食志》，由于领导重视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相助，

以及修志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从一加＼三年十二月到一九八六年八
月，经过广泛搜集和考证资料，认真撰写，多次讨论修改，又在省

粮食志审稿座谈会上进行评审、征求意见，逐步完善。《嘉鱼县粮
食志》共九章二十八节，计十五万字，它如实地记述了粮食、油脂

的政策、方针、制度的历史演进，粮油业务工作各个环节的发展情

况。这部志书资料较为翔实，文字简明，言之有物，是一部不失真

的记录，它将起到“鉴往”、 “资治”的作用。因受嘉鱼县粮食局

之嘱，谨以此数语，权作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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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历居国计民生之首。旧社会，粮食控制在官、绅手中，

农民、工人、城镇居民皆受其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依据人民意愿，领导人民革除旧政，发展生产，保

障供给，面貌一新；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粮食工作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开拓经营，更加成为活跃社会主义经济

的重要成分。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粮食工作也必然要不断地

改革、开拓。要改革、开拓，就必须借鉴历史。《嘉鱼县粮食志》，

以翔实的资料，系统地反映了嘉鱼粮食工作的历史，为粮食工作的

拓进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嘉鱼县粮食志》，是在中共嘉鱼县委、嘉鱼县人民政府直接

领导下编纂的。从一九八三年十二啁开始，编纂人员广泛收集资

料，认真考订事实，系统编纂，三易其稿，经过县粮食局多次讨论，

省粮食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反复评审、修改、补充，于今成书

问世，实是一件大喜事·特别是作为一部粮食工作的历史文献，服
务当代，留传后世，作用久远，无疑将为粮食工作者重视。

《嘉鱼县粮食志》虽巳编成出版，但在编纂上只是初次尝试，

漏、误及不妥之处必难避免，相信今后一定会得到有志于此者加以

补正、完善，以俾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治、教育”的巨大作用。

兹赘数语，以寄殷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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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为章节体记叙文，以横排门类的方式，纵叙本部门购、
销、调、存、加各环节的发生和发展。

二、本志上限时间，据事依时上溯，下限时间为一九八五年。

三、本志纪年，一九四九年前，以帝王年号、民周年号、括注
公元纪年，以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文字，除数据以阿拉伯宇、机械及产品型号必要时以

英文标记外，一律以汉字书写，引文数字按原文字样不变。

五、本志计量单位，解放前，粮食数量以石、斗、升记叙；解

放后，以市斤记叙(简称“斤”)。统计表上，’粮食以万斤、油脂
以百厅为计数单位，百分比及特殊数据保留到小数点后三位。

六、本志按“生不立传”原贴，对于解放后的先进人物．采取
以事叙人的办法，做到见物见人。

七、本志各项数据，除解放前来源于历史档案外，余均由本局

各股、室、公司提供。唯财务数据，一九六二年前因合县到武昌
后，资料遗漏，无法搜求，竟付阙如。

八、本志每年粮油购销数据，均以粮油年度计算：粮食年度为
本年六月一日至次年五月三十一日；油脂年度为本年四月一日至次

年三月三十一日。一九八五年粮食年度改为与油脂年度同。其它数
据均以日历年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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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嘉鱼县位于鄂东南长江南岸，东邻成宁市，南连蒲圻县，东北

与武昌县接壤，西北与洪湖、汉阳两县隔江相望。县治鱼岳镇，东

北距武汉市武昌区90公里(长江水路l 3 1公里)。

嘉鱼古名沙阳堡，晋太康元年(公元二八。年)置为沙阳县。

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九五三年)改名嘉鱼县。一九六。年四月并

入武昌县，一九六一年复置嘉鱼县。全县现有四个县辖镇、五个行

政区和一个国营农场(头墩)。金县耕地面积49．57万亩，其中水

田28．58万亩，旱地20．99万亩。境内湖泊交错，土地肥沃，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农产品以粮、棉、油：芋麻为大宗，沿江一带盛产

芝麻，品种优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历代王朝都设置粮政机构。

清设“粮道”以司漕运，民国设田粮处督征田赋，筹集军饷，自民

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颁行中央地方收支划分标准，以田赋划归

地方，各地遂视田赋为收入之大宗，每有需用，大都增加田赋以供

支应，遂致赋则纷岐，附加杂出。据民国二十五年(_九三六年)

嘉鱼县长李继膺呈称： “所有荒山荒地，湖泊河流，荒洲宅地，均

寸土寸粮，无不有税”。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嘉鱼县城及沿江平原，+

割青苗，抢粮食，横征暴敛，无所不为，又以其所办“瀛华”洋

行百般搜刮粮食，以伪币勒购，以食盐换取，一般斗米仅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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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 述

半斤盐，人民苦不堪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穷兵黩武，逼征粮食，致使农业破产，粮

食自给不足。同时嘉鱼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囤积居奇，垄断市场，引

起粮价飞涨，通货膨胀，民食维艰，怨声载道。

一九四九年嘉鱼解放，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农村实行减

租减息，土地改革，生产力获得解放，粮食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

一九五二年十月，嘉鱼县人民政府成立政企合一的粮食局，辖城

关、渡普、觯洲、陆溪四个粮店。以后随着粮食业务的发展，粮食机

构不断扩大，购销网点遍布城乡，粮食职工由解放初期的81人，发

展到一九八五年的1312人，增加了15．1倍。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全县农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由国家

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经营粮食。一九五五年进一步在农村实行

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同时在城镇实行按人定量供应粮食

的办法，使粮食流通领域以计划购销代替了自由贸易，对于促进社

会主义改造，巩固工农联盟，稳定市场物价，加快经济建设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加之统购统销符合当时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城乡

人民的热烈拥护，广大获得翻身解放的农民积极生产，踊跃交售余

粮，使国家掌握了充足的粮源，保证了城乡人民各方面用粮的需

要。

一九五八年金县粮食丰产没有丰收，各生产队大办公共食堂，

“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造成粮食很大浪费。一九五九年

至一九六一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大幅度减产，国家库存空虚，周

转不灵，供应紧张，全县人民生活陷入困境。面对这种严重局势，

党中央在一九六O年九月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方针，经过全党努力，嘉鱼从县委、县政府到各级党政负



概 述 3

责同志都亲自抓粮食工作，同全县人民同甘共苦，实行低标准、瓜

菜代，见缝插针，克服困难．为稳定农民负担，保护生产积极性，

除减少征购任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外，进一步实行了征购任务

·“一定三年不变”(后改为一定五年)的重大决策，迅速扭转了粮

食形势。一九六五年全县粮食总产达15767万斤，创历史最高水

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生产又遭到破坏，一九六九年还倒

挖国家库存161万斤。但由于有过去长期全党抓粮食的优良传统，

广大农民坚持生产粮食，粮食职工坚守工作岗位，基本上战胜了困

难，渡过了难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嘉鱼农业生产迅速

好转，特别是一九八一年氏来，全县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极大地

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发展很快。一九八四年全

县粮食总产达36 174万斤，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2．63倍。 征购任

务：粮食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3．58倍；油脂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

3．32倍。

一九八三年，在粮油完成统购任务后实行多渠道经营的方针政

策，全县粮食部f-j由单一管理转向管理经营型，积极开展议购议销

业务，参与市场调节。近三年来，仅县粮食公司就同东北三省、河

北、广州、新疆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近百个公司、工厂、供

销社建立了业务联系。一九八五年还在新疆设“湖北省嘉鱼县粮食

局驻石河子市粮油议购议销经销部”和在武汉设“嘉鱼县粮食公司

武昌粮油食品经理部”，从而搞活了粮油经营，效果显著。一九八

五年实现纯利润65．4万元，比扭亏为盈的一九八四年增加5 1．1万

元，荣获省局金杯奖。

随着四化建设的胜利进行，储粮工作方面，全县保粮职工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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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执行“以防为主，防治并举”的保粮方针，积极开展科学储

粮，大搞“四无”粮仓。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五年，连续九年实

现“四无”粮仓县；仓库建设方面：解放初期，县里只有破旧仓库

一栋，容量100万斤。到一九八五年，全县建设有各式粮油仓库

85栋，容量8660万斤，增加了85．6倍；粮油运输方面：解放初期，

靠入挑，畜力、手推车等运输工具，现已发展成为运输实体的县粮

油储运公司，职：551入，汽车九主七拖，运输能力76吨，除承担本

部门运输外，兼营外单位运输业务；粮油工业方面：解放后，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现已发展成为粮油工业体系，拥有粮油加工厂七

个，食品、饲料、综合、粮机厂各一个，职工307人，年产能力为

103400吨，年产总值1 570．25万元，累计利润525．2万元，对改善经

营管理、扭亏增盈起到了积极作用。

现在嘉鱼县粮食形势虽然发生了转折性交化，但是粮食生产仍

有较大潜力，粮农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商品粮油基地有待进一

步巩固和发展，粮油的精加工、深加工有待进一步开发，以利开拓

国内市场，进入国际市场，为建设社会主义发挥嘉鱼粮油的优势。

注：四个县辖镇一一鱼岳、牌洲、陆溪、渡普四镇。

五个行政区一一牌洲区：辖东岭、下沙、合镇、新洲四乡；

高铁岭区：辖虎山、官洲、八斗、高铁岭、临江五乡；

官桥区：辖舒桥、绿岭、官桥、朱砂四乡；

马鞍山区：辖茶庵、马鞍山、陆码头、新街四乡；

潘家湾区：辖斓墩、东湖、官蛸、老官四乡及潘家湾镇。



第一章机构设置·明清时期·民国时期

第一章机构设置

历代粮政从中央到地方，皆有职司专掌。然截止民国，皆主赋

粮，少视民生。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以国计民生为

重，发展生产，并置粮政机构以妥筹之。

第一节明清时期

历代朝廷掌管钱粮之职司，周名大司徒，秦名治粟内史，汉名

大农令，三国以后为度支，隋改度支为民部，唐始名户部，宋．元、

明、清相沿，其长官为尚书。

地方设粮道掌督运漕粮，府以同知、通判监督漕粮交兑，县由

知县执掌，以户房领办。县以下，明代设粮长由县署指派大户充

当，管理纳粮数千石至一万石的地区督征和解运田粮。清季设册

书、柜书包办田粮。清末县城之册书、柜书由程杏村、胡云根、王
品三、刘雄武、熊在田等世代承袭。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废
除。

第二节 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县设征收局；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改为财政

局，下设三股，由第三股掌田赋；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改财政局为财政科，仍掌理田赋征收事项；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

六年)，田赋税捐分设，置田赋征收处，隶属于县政府，设有主任，

无下设机构，只委派征收生、催租长、催租吏等十五人；民国二十

九年(一九四。年)重庆国民政府设粮管局；次年(一九四一年)

七月，改为粮食部，省设粮政局，县设粮政科，县以下设粮食仓库及

分仓，由是各省田赋悉归中央接管，除征实物外又另行定价征购；民

国三十_年(一九四二年)九月，偏居南复乡的(今赤壁、太平口、



6 民国时期

谷花洲一带)县政府设田赋管理处，下设一室、二科、三个分处：

一在梅山乡(今舒桥)、二在乐山乡(今安乐堡)、三在同山乡

(今虎山)(在一九四O年，日伪县政府亦设田赋征收处于县城，

置有主任、书记、征收生、征收警等十入)；民国三十二年(一九

四三年)五月，县田赋管理处与粮政科合并为田赋粮食管理处，十
月，调整三个分处，一在兴隆岭、二在官山、三在太平口，员警

共十八人。次年(一九四四年)裁撤田赋粮食管理处，由县政府直

接管理粮政业务；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县城设集中仓，

以程继光为主任，职员共七人；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

县设田粮科，八月改为田粮处(地址：塘湾王儒山家)，内设两科
一室，下设五个办事处、一个集中仓、十八个收纳仓，两级在册人
员1 09人。同时又成立征实征借监察委员会督征军粮；民国三十七

年(一九四八年)，县田粮处下设五个办事处、两个集中仓、十三
个收纳仓。直到解放前夕，田粮处两级在册人员全县有63人。

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县田粮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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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嘉鱼县粮食管理机构历任负责人名单

负责人
机 构 职务 籍贯 任 职时 间 学历、资历 备注

姓名

田赋征收处 主任 赵维楚 嘉鱼 1 936—1 940

粮政科 1941—1 942．8

田粮管理处 处长 王荣槐 1942．9—1944 县长兼任

田粮管理处 处长 王治平 1944—1946

田 粮科 科长 程觉僧 嘉鱼 1 946．3—1946．8 中华大学高中部毕业

况树人 武昌 1 946．8一1947．3 青岛大学毕业

熊植喧 黄陂 1947．8—1948．3 湖北测量学校毕业

田 粮处 处长 周度胥 圻春 1948．3—1948．7 东北铁道学院毕业

张固元 湖南 1948．10—1048．1 2

伍璇 1 949．4—1949．5

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县田粮处办事处及收纳仓分布表

城 县。在匠结
IEl 县 府l

岜前拱
石 矶 头 民国三十七年撤

大 屋 场 民国三十七年撤
官堡乡

关 城 汤 家 村

头一社 庙牌 牌
牌洲镇

洲 河 埠 民国三十七年撤

洲 镇 东梧乡 老 官 嘴

陆 陆 陆溪镇I陆溪镇正街

溪| l旦～三』4一旦堡竺塑⋯⋯⋯一一
f南复乡f太 平 口 民国三十七年撤

溪1镇1 l篾 洲I 民国三十七年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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