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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长生、李光金、梁玉燕，李晓明。

▲ 编写，1·组l左起z魏长生，宋明，陈沾孜、梁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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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准绳，

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粮油贸易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结构，首立概述为本志之纲，大事记为本志之经，

中设各章，节为本志之纬，末缀志余。

三、本志断限，上起1 8 4 0年，下迄l 9 8 8年。个别事

件的记载，时间适当上溯或下延。

四，本志记事依据“详今略古护的原则。清代以前有旧县志

记载的略记，此后至解放前简记，会同解放后详记。

五，本志采用志，记，述，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

主。横分门类，纵述史实，以时系事，以事系人。用记叙文体，

据事直书。力求语言朴实流畅，叙述清楚，文字，标点符号规范
化。

六、本志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采用旧纪年，夹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地名多书今
名，历史地名加注今名。

七，本志各项数据多采用县统计局的资料，统计局有缺漏
者，采用本部门的统计数字。

八，本志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当时的计

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l 9 8 5年国家颁布的标
准计量单位。

九、本志资料来自旧志和各级的档案图书，少部分是口碑资

料。并经考证入志。附录资料，原文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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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县粮食志》是全县历史上第一部反映粮食工作面貌的
专业志。它的问世，起到补史之缺、续史之无、借古鉴今，继往
开来的作用，实在令人欣慰。 ．

编纂《会同县粮食志》，历时三载，投资数千。三年来，编
纂人员不辞劳苦，克服种种困难，勤查细访，收集近200万字资

料，三易其稿，辛勤笔耕，终于编审成书。此志付印出版之日，

谨向所有为此志付出劳动的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会同的山水秀丽，物产资源丰富。所产“洪油"载誉中外，

“广木"等物产也闻名遐尔。千百年来，会同人民在这块土地上
开荒拓土，勤奋耕耘，创建了美好的家园。据出土文物考证，在
五万年前，会同境内已有人类活动。唐贞观八年(634)建县，

迄今已有1300余年历史。长期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受封建生产关
系的束缚，全县粮油生产、加工落后，储运设备简陋，市场被少
数封建官僚，富翁，奸商所操纵。粮油贸易萧条，人民生活艰苦。

“一唱雄鸡天下自”。1 9 4 9年lO月4日，会同获得解放。

从此，会同人民终于结束了灾难深重的生活，历史翻开了崭新的
一页。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
走向富裕。粮油贸易在“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黟方针的指引下，

坚持为生产，为生活服务，保证了国计民生的需要。特别是中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粮油产量迅速增长。农民除完成定购任
务外，粮油自食有余。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新编的《会同县粮食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充分



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本志遵循求真存实、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编纂原则，着

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县粮食工作的经验和教iJJl,尤
其是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光辉成就。在编写方法上，

吸取历代方志学家的理论及建国以来的方志研究成果，结合我们
自已的修志实践，采用章节体式结构，力求既合志体，又不落前人

窠臼，体现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在文笔上，力求简洁朴

实，雅俗共赏。手披一卷，可以鉴古知今，省悟到深刻的经验和
教切I，拓展思路，为领导实行正确的决策，提供借鉴依据，为全

县粮食系统广大职工，对粮食工作的过去和现在有较深的认识提
供资料。从而启迪良知，更加热爱粮食工作，为进一步开拓我县
粮食工作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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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治孜

一九九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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