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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粮食是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国以民

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这就说明了粮食问题不仅是个重大

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建国四十年来，党和政府一

贯重视粮食生产和经营，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分

配和流通，基本上解决了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

粮食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的过程，也就是粮食部门所做的

具体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粮食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建国初

期实行在国营商业领导下的自由购销阶段；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四年

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阶段；从一九八五年开始至现在的粮食合同定购

阶段。通过各个时期的政策落实，促进了粮食工作不断向前发展，使

它在支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城乡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维护社

会的安定团结，保证改革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

用。

望城县素称“鱼米之乡”，主产稻谷。解放后在县委、县政府的

领导下，粮食生产发展很快。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

落实，更加快了农业的发展步伐。随着粮食产量的逐年增加，农民向

国家贡献的粮食平均每年在六千万公斤以上，一九八三年最多达到八

千万公斤。从一九七九年起全县便取消了由于生产不平衡而造成的返

销。现在人民生活安定，生产、建设砍欣向荣。《望城县粮食贸易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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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纂，主要是记述解放以来粮食工作贸易取得的巨大变化和各个时

期的发展规律，为做好今后的粮食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和可

靠依据。从上述要求出发，编纂的同志，走访了长、望两县和长沙市

的十多个单位，摘录了70多万字的资料，然后根据志书要求，进行了

严肃认真的取舍；在撰写时又不厌其烦地四易其稿，经过两年多时

间的艰苦努力，才正式付印成书。《望城县粮食贸易志》的问世，虽

因编纂水平有限，还有些不够完善的方面，但对各级、各行、各界研

究粮食工作，认识它的过去，展望未来，将是十分有益的。

罗海君

1989年loA



凡 例

一、本志所书以当代为主，有关条目上溯至清以远，下限至1 987

年12月止。

二、本志按粮食工作的一般程序分章设节，

有过程。

三、本志以记述粮食工作的购销过程为主，

为了少占篇幅，则予从简。

以利于保持事物蛇原

对具体的业务环节，

四、本志所用计量单位，在1949年8月以前，均按照原有单位记

述，1949年8月以后，通以市斤为计量单位。

五、本志所用货币单位，在1949年8月以前，均用各个时期通行

的货币单位，1 94'9年8月以后，均折合成现行人民币计算。

六、本志所用朝代纪年，1949年8月以前，采用当时的朝代和年

号，同时将公元年注明，1949年8月以后，一律用公元年。

七、本志所设图表，是为了简化文字的记述，通附于各个章节，

项目解释随表说明。表中所列贸易粮，系按各类品种的折合率折合计

算，如稻谷每100斤折合贸易粮为70斤。
’

八、表中所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数据，均按粮食年度列

入，粮食年度规定从当年的4月1日到次年的3月31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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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望城县位于湘江下游，毗邻湖南的省会。境内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共有农田62．69

万亩，历以种植水稻为主。所产稻谷，类别分为籼稻、梗稻、糯稻三种，色泽鲜亮，壳薄

实壮，米色洁白，质地酥软，味道香甜。尤以乌山一带为著，曾冠称“小河谷"而驰名

于市，畅销到全国各地。

粮食是国计民生的物质基础。明、清时代，田赋征收立有定规，粮食贸易己渐兴

起。在望城所辖地域，清代末年，尚属善化、长沙两县。境内的土地和所产粮食，大部

分归官府、王侯和封建地主占有，垄断粮食经营。迨至民国初年，善化并入长沙县。虽

经改朝换代，但粮食占有的状况雷同。据土地改革的情况表明，占总人I：I 42。6％的贫、

雇农民，占有土地为总耕地面积的7．9％，占总人口6％的封建地主，占有土地为总耕地

面积的38．5％。靖港等地私营粮食的行业也逐步增多，以靖港镇为粮食集散中心，成为

湖南四大米市之一。民国三十年(1941)，国民政府又实施田赋粮食征实办法。在土地

私有的制度下，粮食生产发展缓慢，每亩产量徘徊在3至4石之间，人平生产粮食在4至5

石左右，粮食的商品率低下。农民终年劳动，所获粮食，交租纳赋以后，剩余无几。稍

遇灾歉，米贵如金，人民生活常以粮食不足为忧。民国三十四年(1945)，久早不雨，

日军又犯境，两灾交迫，有15％的人口濒临死亡①。民国三十八年五月(1949年6月)，

洪水为患，新康等地死亡达560余人，有70％的人民逃离故土，沦落他乡②。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望城人民开始走向新的生活。同年9月，由长沙县人民

政府在桥头驿、靖港、回龙洲、白若铺和坪塘五地设置粮食仓库，进行公粮征收工作，

大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进军南下。以中国粮食公司溯潭分公司为主，贯彻“发展

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开展粮食经营业务，打击粮食投机活动，平抑粮食价格，

稳定粮食市场，安定人民生活。同时保护私营粮商的合法经营地位，繁荣市场经济。

1950年，国家在望城所属的范围内，从市场收购粮食】83万斤，销售粮食71万斤，保证

了市场供应。

195]年7月，长沙县析为望城、长沙两县，望城县人民政府粮食局同时成立，以征收

公粮和进行公粮调拨为主要任务。粮食的购销业务，仍由湘潭粮食分公司管理，委托县

① 《湘灾赛录》，民国三十五年七月，湖南省政府社会处编。

② 中共望城县委书记张兴玉于1955年9月2 8日在2 4届扩千会议上关于粮食三定到户的

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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