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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分为。概述”， “大事记”、 “机构沿氧：、 “粮食

购销”、～食油购销”、 “市场粮价”、 。仓储”、 。调运”、

“粮油加工”、 “会统”、 “劳动人事”、“人物”、“党群组织”

等十一章，三十四节。 ．⋯

；、时间断限。原则上以明洪武十四年(1 3 8 1年)为上

限， 1 9 8 5年l 2月底为下限。个别章节为了保持资料的完整性

和事件的连续性，作了适当上溯和下延。

三、体裁。志书采用语体文记述，文字记叙，只叙不议，不加

褒贬，内容以文记为主，辅以图、表、录，体现图文并茂。

四、称谓。为了记叙方便，某一名词称谓第一次使用时用全

称，以后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为“建国后”。

五、数字。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为准。品种：贸易粮以折合大

米为主，原粮以稻谷为主，油以料折油为主。．．，

六、计量单位。凡建国前的计量一律维护原来的计量称谓，建

国后的一律采用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其中，重量单位，自l 9 5 9

年8月1日始，由l 6两制改为l O俩制。

。，七、粮食年度。以头年4月至次年3月底为期。

八、资料来源。主要来自粮食系统内的文书档案及省、地、县

有关单位的图书档案等。同时采用了部份访问、座谈资料，全书以

文书档案资料为主，以口碑资料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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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j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代代

相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安

定、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值此盛世，赣州地区粮食局和会昌县人

民政府决定由本局编纂《会昌县粮食志》(以下简称《粮食志》)。

。这既是为编纂新县志提供基础资料，又是为我县《粮食志》填补空

白， 。一√ ，’：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必

需品，粮食工作被历代所重视。编纂《粮食志》，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全体粮工无不为编纂第一部《粮食志》欢欣鼓舞，为完成这

一千秋大业尽心尽力。

在编写《粮食志》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统合古今，详

‘今略古”努力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采取实事求是，存真

求实的科学态度，力求时代性、科学性、资料性、实用性的统二。

编志人员指导思想明确，态度认真，使《粮食志》既真实地反映了

我县明代至民国的粮食概况，又重点记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县

粮食工作在上级党政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

．． 军需民食，繁荣市场，促进生产，巩固工农联盟，为社会主义建设

所作出的巨大贡献。p---]时，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揭示了

“。 粮食工作的客观规律，通读全志，能从中找出规律，‘为振兴会昌粮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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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经济，制订重要决策，提供可鉴的信史资料。因此，《j支食志》

既是一部具体生动的乡土教材，．也是一部承前启后，．继住开来，服

务当代，惠及子孙的粮食工作的通书。

为编纂好《会昌县粮食志》，我们于l 9 8 6年5月成立了编

志领导小组，在地区粮志办、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经过二年多时

间的广征博采，精心整理，数易其稿，终于l 9 8 8年6月脱稿。

由于编篡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涉及时久面广，

加之资料较缺乏，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领

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钟 大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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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县粮油贸易公司

会昌县粮油加工厂



会昌 县粮食局办公大楼



会昌县饲料加工厂

会昌县白鹅乡农民送交公购粮



会昌县粮食局幼儿园

会昌县粮食局湘江镇水东粮站



会昌县粮油加工厂榨油车间

筠门岭粮油贸易市场



会昌县粮食局汽车队

麻州粮油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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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县粮食局直属库仓库群一角

会昌县粮制品综合加工厂打面车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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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 ：一．’∥r：～j’'。：j 2

，。会昌，山川秀丽，地域广阔，居江西省东南部’|，地处武夷山下，一

贡水上游，东界瑞金，西连安远j南邻闽粤，北接于都，东西宽56 ，
．

公里，南北长85公里，金县总面积2722平方公里。以低山丘陵为主，耕

地面积32万Y亩，，有：",A山--Tk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 ：

会昌，得天独厚，气候温和，雨量充足，物产丰富，主产稻谷、’
、

大豆、·红薯等。自古至今盛产粮油，，素为“油米之乡一，、是江西的-

粮仓之一。o一。‘．__l一．。_’．’。“J。一：：‘’≯0 ’．，j。。。t叫：

：，·会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会昌人民粤有光荣的革命传统s．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保证军需民食，许多从事粮食工作的仁人志 一．

，士，‘．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可贵的生命∥全县人民积极踊跃支前，
。

仅1 19 3，4年7至8月间_会昌人民完成红军公谷．2 2i 1 5 l担，?毒

被誉为?收集粮食的模范”卜。：． 、 0√扎’：。。-、I?■ 。‘。i’ 。

1 g 4 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挥师南下，’i会

昌人民积极配合j!支援解放军南进．。踊跃借粮、．借柴，借草，1。’当年

支前粮食1 1 8万斤，：．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I 7．

一、一“粮食定。天下定”．。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被历，

。，‘代所重视州但从历史上看，真正花大力气_而且卓有成效的是中国 一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建国后．党和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有利

粮食发展的方针政策，．实行土地改革，大力兴修水利，。增，加农业投

资，培育推广良种：实行科学种田f推行：1先进的耕作技术等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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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体制方面，实行合作化和现阶段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一系列的

措施和改革，对本县农业生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使粮食产量迅速

增加，1 9 4 9年粮食总产8 2 3 5万斤，。1 9 8 3年粮食总产达

2 4 8 2 8万斤，是l 9 4 9年的三倍； 1 9 4 9年至l 9 8 5

年，．3 7年中粮食总产达5 7．7 7 5 0亿’斤，为国家提供商品粮’ ，

1 4√8 9 2 1亿斤j商品率达2 5：8％。 一．’
‘’

会昌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陆路绵远，湘水长流，’交通便 ．

利．自明万历年I"．-I始，就成为闽、粤，2赣三省的粮油转运枢纽，是

赣南重要的粮油集散地。民国时期，县城粮油交易兴盛，油、米、豆

行有5 0余家．．每天交易量在4万斤以上。1 9 4 5年后，来自广

东的运粮汽车，有时每天多达一百余辆。粮油业尤为兴盛的是筠门

岭，民谣称“头唐江(在南康县)，二古陂(在信丰县)、三门岭，四小溪

(在于都县)”。抗战时期(1 9 3 7年至l 9 4 4年，)，筠门岭的

兴盛远比县城繁荣，有大小商号3 0．o多家，仅粮油商号就有8、6

家，．。每天停靠的粮油商船有二百余购。’瑞金、宁都、石城、7兴国等

地的粮油源源不断地运来，广东、福建的商客络绎不绝，。每天成交

额在6万斤以上．
’

’j‘j。 一 ’， 一，． j

。建国后，会昌粮油市场更为活跃。1 9 5 1年1月，。成立了

。中粮公司会昌粮店”；实行吞吐政策，大买大卖，j。当年议购粮食

l 1 l 2万斤。1 9 5 3年，实行统购统销后，议购议销业务停

止。 l 9 6 3年，本县又恢复了议粮议销业务，当年议购粮食2 3。。

万斤，议销4万斤j l 9 6 6年至l 9 7 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又关闭了粮食市场．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l 9 7 8年以来．实行 ，

膏改革0开放、搞活。．的方针，活跃了粮油议价市场，给粮食企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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