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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专

中共楚雄州粮食局党组书记、州粮食局局长 缘老华。

J

2006年1月1日，中国农民依法告别了延续二千六百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它

标志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开启了一个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盛世。《楚雄州粮食志》

(1988--2004)在盛世之际编纂成功，这是值得庆幸的大喜事。为此，我向艰辛劳作的编写

人员致谢。

在粮食行业的历史上，楚雄州粮食局于1992年3月已编纂发行了第一部《楚雄州粮

食志》，今续修的《楚雄州粮食志》(1988--2004)，犹如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展现

了1988--2004年之间楚雄州的粮油收购、粮油销售、粮油储存、粮油加工、粮油检验和粮

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变化情况，讴歌了粮食职工的辛劳和无私奉献精神。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粮食是人类发展的物质基

础。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兴旺，农民高兴，则社会经济就稳定发

展；反之，什么时候农民积极性受打击，生产力遭到破坏，农业生产出现曲折，则社会就会

动乱不安，经济就会出现停滞徘徊，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

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农民真是好，真是伟大，他们是粮食的生产者，他们只要能

活下去，就什么苦都能吃，但如果把他们逼到无法生存的境地，那么，那种被压抑的力量一

旦爆发，就无法制止、无法抵抗。一句话，粮食工作者要永远回报农民的恩德。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楚雄州粮食志》(1988--2004)的出版发行，

定能在存史、资政、教化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楚雄州粮食行业的干部职工，无疑是

一本值得阅读与保存的历史资料；对于关注粮食工作的朋友和楚雄州外的同行，或许能透

过志书这个窗口，领略到粮食工作的点滴。

历史在前进，粮食工作在发展，愿《楚雄州粮食志》(1988--2004)源远续编，愿它能为

楚雄州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2006年3月16日



凡 例

一、《楚雄彝族自治州粮食志》(1988--2004)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

点和方法，客观真实地反映楚雄彝族自治州粮食行业在计3t,J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时期改革

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楚雄彝族自治州粮食志》(1988--2004)是一部具有断代性质的续修专业志，上限

承接前志，起于1988年，下限讫于2004年。为了体现记述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部份内

容适当延续。

三、《楚雄彝族自治州粮食志》(1988--2004)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齐备。志书

主体部分采用章节体结构模式，共分为粮油生产、粮油收购、粮油销售、调运与管理、粮油

储藏、储备与管理、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与管理、粮油检验、计划统计、粮食财会、粮食学校、

粮食机构、粮食党建14章55节，节下设184目，层次清楚，结构严谨。志书前置概述、大事

记，后设人物、文献辑录。志书前采用彩色照片为插页，其余图表配文使用。

四、《楚雄彝族自治州粮食志》(1988--2004)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统计数据

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法定数据为主，财会、粮油饲料加工、粮油购销、经营的数据以年度统计

为准。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五、《楚雄彝族自治州粮食志》(1988--2004)使用的名称、人名、地名、机构名、产品名

及专业术语一律采用全称。为叙述方便，对部分语词冗长而使用频繁的名称，首次出现时

采用全称，括注说明后使用简称。

六、《楚雄彝族自治州粮食志》(1988--2004)资料来源云南省档案馆、楚雄彝族自治州

档案馆、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税务局、楚雄彝族自治州统计局、楚雄彝族自治州粮食局档

案室和县市粮食局提供的文献档案资料。有关人士提供的口碑资料，经认真考辨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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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粮食志(1988--2004)

楚雄州粮食局关于印发楚雄州粮食行业 楚雄州1988--2004年分县市粮食

“十五”计划的通知 收购统计表(一)⋯⋯⋯⋯⋯⋯⋯(377)



概述

概 述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是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

粮食工作，毛泽东同志说：“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

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道理。”还说：

“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邓小平同志说：“不管天下

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都好办了。”江泽民同志说：“我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

题，不能靠任何国家来解决。在我国，粮食始终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直接关

系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危。”胡锦涛同志说：“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确保12亿多人

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

从谈起。”遵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精神，1988--2004年，中共楚雄州委、楚雄州人

民政府始终把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千方百计地解决好全州人民的

吃饭问题，不断地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确保了粮食安全。

1988--2004年，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在

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粮食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粮食购销市场

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按照这一目标，楚雄州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切实转换经营机

制，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

1988--1992年，楚雄州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变粮食统购为粮食合同定购。按照进

一步完善粮食合同定购的规定，实行粮油购销调拨和财务包干的办法，使计划和市场相结

合，并逐步扩大市场调节部分的作用。1992年，在保证完成国家粮食定购任务的情况下，

取消“大米由粮食部门统一收购，其他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的规定，对粮食实行常

年放开经营的价格“双轨制”政策，即分别实行合同定购价和市场收购价。

1993--1995年，楚雄州实行放开粮食价格，放开粮食市场购销。1993年5月，楚雄州

取消《市镇居民粮食(油脂)供应证》，实行了40年的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制度被取消。为

增强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力，建立楚雄州及县市粮食风险基金和粮食储备体系，实行

一一|’ 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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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粮食志(1988---2()04)

“米袋子”州长、县长负责制。

1996年，楚雄州实行“两线运行”政策，即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业务分开。1997

年，楚雄州实行“四分开一并轨”政策，即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

开、新老挂账分开，实行粮食定购价与市场价并轨。1998年至2002年3月，楚雄州实行

“四分开一完善”措施，即政企分开、粮食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

挂账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实

行粮食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

2002年4月1日至2004年，楚雄州实行“一取消三放开”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政

策，即取消粮食定购、放开粮食收购、放开粮食市场、放开粮食价格。通过改革，楚雄州粮

食流通已从5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

了阶段性的成果。

粮食流通管理体制实现政企分开。1988--1997年，楚雄州实行的是粮食流通管理与

粮食经营政企合一的粮食流通管理体制。1998年，楚雄州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部署的“四

分开一完善”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要求，制定并实施了《楚雄州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实施意见》和6个配套文件，楚雄州10县市的粮食局与国有粮食企业彻底分开，重新核

定县市粮食局行政、事业编制199名，为县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行使粮食流通行业管理、

行业指导和宏观调控等职能；在人、财、物等方面与国有粮食企业彻底脱钩，不参与粮食经

营，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04年《粮

食流通管理条例》的颁布施行，赋予粮食行政管理新的职能更加科学和明确，按照国务院、

云南省人民政府的要求，多数县级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已定编8—10名，楚雄州粮食流通管

理走上了依法行政的轨道。

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取得明显成效。1988年，楚雄州共有145户独立核算的国有粮食

企业，1 18个基层粮管所，329个粮点、14户粮油饲料加工企业，1 1个粮油议购议销公司，

有在职职工3 566人。1997年，楚雄州共有124个基层粮所，315个粮点、145个独立核算

的国有粮食企业，有在职职工2 797人。1999年，重新组成69户国有粮食企业(其中，29

户为国有粮食经营性企业，40户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楚雄州、县市人民政府加强对国

有粮食企业改革的领导，突出重点，以产权制度为核心，推进改革改制。楚雄州29户国有

粮食经营性企业通过采取转让、重组、拍卖、解散、破产等方式进行改革，截至2004年底，

已全面完成改革改制任务。其中，楚雄州级直属5户国有粮食企业在1997年进行“下岗

分流、减员增效”改革，一次性辞职51人、支付补偿金162万元。楚雄州粮食局汽车队于

1997年解散合并云南楚雄国家粮食储备库，职工全部进行分流安置。楚雄州粮油机械厂、

楚雄州粮油物资公司、楚雄州粮油议购议销公司、楚雄州面粉厂4户企业分别于2003年、

2004年完成改革改制任务。40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进行企业内部人事、劳动用工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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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分配的三项制度改革，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竞争上岗聘任制和结构效益工资制、转换经

营机制等项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2004年主要进行了组织结构调整、盘活资产、减

员增效的改革。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每个县市区原则上保留1户国有或国有控股粮食企

业的要求，楚雄州40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重组为14户国有粮食企业，共调整收缩国有

粮食购销公司26户，收缩面达65％，收缩粮站粮点165个，收缩面达53％，国有粮食企业

职工从1997年底的2 797人减为2004年720人，减少2 077人，达74％。国有资本退出收

入3 372万元，支付分流减员改革成本3 444万元，其中，企业自筹2 866万元，政府补助

578万元。通过改革，楚雄州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改制面达79％，国有粮食企业结构开始显

优，市场竞争能力逐步增加。

1988--2004年，楚雄州粮食收购和销售成效显著。17年间，收购粮食222 828．28万

千克(原粮)，销售粮食162 334．04万千克(贸易粮)。其中，1988--2001年的14年间，楚

雄州农民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实物粮食34 134万千克。1988--1995年，在粮食供不应求的

情况下，楚雄州国有粮食企业从州外购进粮食25 118．44万千克(贸易粮)，解决了城镇居

民的粮食供应问题；1997--2001年，在粮食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楚雄州的国有粮食购销企

业按国家定购价和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33 665万千克，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导了

市场粮价，保护了农民的利益。2002年，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后，楚雄州取消粮食定购任

务8 465万千克，由粮食企业职工到农户家去收粮，2002--2004年，楚雄州年平均收购粮

食12 184．7万千克，比合同定购任务多收购3 719．7万千克，平均销售粮食12 809万千

克；粮食购销业绩处于云南省前列，2003年10月18日，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召开的全省粮

食流通体制改革会上，楚雄州粮食局作《发挥主渠道抓好粮食购和销》经验交流。

在政策性粮食供应工作方面，也取得较好的成绩。2000--2003年，楚雄州实施退耕还

林33．6万亩，共供应农户退耕还林补助粮食8 1 15万千克。2003年10月15—16日，国家

粮食局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全国退耕还林(草)粮食供应工作会上，有8个省进行经验交

流，其中，楚雄州粮食局在会上作《做好补助粮食供应 推动退耕还林实施》的经验交流。

同时，还积极做好军粮、救灾救济粮、应急粮食供应，为军队建设、社会稳定提供粮食供应

保障。

四

1988--2004年，楚雄州国有粮食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好转。1996年以来，根据楚雄州

人民政府关于抓好工商企业扭亏增盈责任制的要求，楚雄州粮食局每年都与各县市粮食

局签订扭亏增盈责任书。1997--2002年，楚雄州国有粮食企业共减少亏损4 212万元。
一3一



楚雄州粮食志(1988--2004)

2003年lO月，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召开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上，云南省粮食局局长与楚

雄州粮食局局长签订了《云南省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改制及扭亏增盈目标责任书》，楚雄州

人民政府发出了《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转变职能 深化改革努力实现楚雄州粮

食系统扭亏增盈的意见》，按照楚雄州人民政府的要求，楚雄州粮食局认真抓好国有粮食

企业的改革改制和扭亏增盈工作，到2003年12月31日止，楚雄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扭亏

为盈，实现利润328万元，按云南省人民政府的要求，划开老账实现利润1 830万元，较好

地完成了云南人民政府对楚雄州人民政府的责任目标考核任务，共兑现云南省人民政府

的以奖代补资金205万元。2004年，楚雄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实现利润274万元，划开老

账实现利润1 506万元，兑现云南省人民政府的以奖代补资金22万元。

五

1988--2004年，清理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老粮”、“老账”、“老人”是国有粮食企业

因执行国家粮食定购、粮食收购实行保护价政策而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按照国务院、云

南省人民政府有关政策要求，楚雄州人民政府及时组织清理审计和界定处理“老粮”、“老

账”，解决“老人”问题。处理“老粮”，是2002年对粮食库存中凡是按保护价(含定购价)

收购的12 284万千克“老粮”进行了销售和价差挂账处理。解决“老账”，是1991年对

1988--1991年12月31日的财务包干管理中的老财务性挂账1 340．6万元进行清理审定，

到1995年，楚雄州的老财务性挂账已消化完毕。1998年，清理审定楚雄州国有粮食企业

1992年4月1日至1998年5月31日期间新增的粮食财务挂账8 199．3万元；2004年，对

按保护价(含定购价)政策收购“老粮”的销售差价2 498．2万元，对陈化粮销售的价差

3 054万元，对楚雄州国有粮食企业1998年6月1日至2002年3月31日期间发生的其他

亏损挂账6 989．4万元，进行清理认定，以上共认定1992--2002年期问的粮食财务挂账总

额为20 740．9万元。至2005年1 1月，以上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已从国有粮食企业剥离，

并交由县市粮食局管理。解决“老人”问题，是在1996--2004年期间，对符合政策条件，

1986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固定工643人，办理了病退和提前退休；2005年，对383名国有粮

食企业的退休人员，交社会保障部门托管，把“老人”养起来。

六 ．

1988--2004年，楚雄州建立完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按照云南省粮食行政首长负责

制的要求，完善楚雄州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各县市长及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共同负责

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担负起本地区、本部门发展粮食生产、搞好粮食总量平衡、落实地方粮

食储备、保证市场供应、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形成了保障楚雄州粮食安全的领导责任机制。

建立粮食价格调控机制。2002年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后，楚雄州建立和完善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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