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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商业是社会主义商jik的重要组成部扮。社会主义粮食商业，是建立在生产

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困家计：划，专门从事粮、油商品交换和分

配的经济部门。

修志工作是一项盛世之举。今天，在党!：¨～一属j‘、．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指引下，

政治安定、经济稳步发展，人民安，晕÷乐业。欣逢这样∞盛世，我们亲身参与编写局志的

工作，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任，深感无尚光荣。

编写局志，不仅为编纂新县志提供基础资料，更重要的是，把本部门的历史和现状

真实地反映fJ{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经济规律，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粮食商业，

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的现代化建设敛出积极的贡献。

编写局志，是千秋之业，万世之二S。是填枣}历史的空白，谱写社会主义的新篇，整

下’一笔珍贵f}≥精神财富，对时人负责，为后，汽造蔼。

我局在温江县委和新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予l 9 8 1年8月2日成立了“温

江县粮食局志编辑委员会”，并撼出人员脱产开展此项工作。经过t 1个月，编写人员查

阅了档案资料l 373卷(其中解放前资料542卷、解放后资料831卷)，摘抄、整理629件，

约l 25，000字；召开大小座谈会秘个别走访J 26人次，采集口碑材料，记录整理23件，

约23，000字，予i 9 8 2年6月}麓完成全志褶藕。

为了编好这部局志，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j≯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原贝l，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娓统一。

这部局志记载了粮食膏、’臻≥历殳。在缡写安绺．；：，我们根据“洋今略古，详近略

远”的原则，叙述丁民函嚼鞠翻；，≮：熨j’；是：：，≯誓洲搬墨食，以及我县粮食市场交易、粮价

情况。同时磊醢叠了国民政府固滋篙娶敛、誓■i太民，夕i+民i基昔不堪的生活等等。解放后

三十二年的历史是我们编写的重，÷，i，所以着重记述了菇个历史时期我局粮食工作的开展

情况，以及党的粮油方针、政簸的贯彻执行，涉及岑单泣的重要活动、大事等，均在局

志中作出记载。

由于我们的马列主义水乎不高，认识有局限，编写能力低，加之资料残缺，在材料

取舍和写作上，难免有错误和遗淤之处，《j妥志者加以修正。

在本志编写过程中．承蒙新县志编纂委员会昀颖_‘|，老师们的指导和帮助，在此，

一并表示感谢!



凡 例

i．本志分上下两籍，解放前列为上篇，解放后到为下篇，共2 0牵，7 3节．约

l 0万字。民国时期所列篇幅占全志的四分之一，约二万六千字，解放后是编写的中心

和重点，占全志篇章豹四分之三，约七万因予字。

2．本志以l 9 l 1年为上限，l 9 8 1年为下限，以时序为经，专章叙述为纬，

记述七十年的史实。根据资料的内容，有些章节∞对双}勾上侔了延彳f；j，对下篇某些章

节，为便予记述，反映工作的全貌，将时限适当跨越至l 9 8 2年。

3，本志的体例。以志为主体，辅以图、表．依照内容要求分别运用。写作上妥取

断代史的方法，各章：静均可独立成篇．

4．本志的文体，采用语体文。

5．编志中，对所形成的全部文字材料，作了立卷归档，上交县档案馆统一管理，

瞬待考查和续志之用。

温江县粮食局《局志》编辑委员会

编志人员名单

编委会：主任：唐维松 副主任：王广智

委 员：王祯祥、段知观、 张正华、 壬隆兴、 周思X、 张冒强、 徐皤往

总编辑：王祯祥

编写人员：邓廷兴， 陈立富、 冻培信、 龚淑华、 童本善。 黎国明

执笔：黎国明

封面设计：黎国清

摄影：廖文通

校对：黎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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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我县位于成都平啄的中心+二燃电肥沃。皇然灌溉，盛产大米、小麦、油菜、大蒜、

大麻等主要农作物，输出办为大杀。搦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资料记载：全县总面

积为250．54方公量!，辫．㈨羔f积共计258．048啦商，其中水田230．400市亩。旱地27．648市

亩。全县划分三个区1 5个乡镇(包括苏坡、文家)，共有人口1 61，281人。据旧县志

载： “邑岁产米可食三年．丽接济省垣或运下流则过半焉”。富绕的米粮：艺乡一一温江，

在全国久负盛名，素有“金温江”之美称。

辛亥革命推涮了7巧干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同历代封建王

朝一样，对“民芝(食为天”的粮食极为重视，严加管理。对粮食的管理采取了种种措

施，颁布了繁锁．细密的法令，力图将粮食控毹在政府手里。并层层建立管理粮食的组

织机构；对粮商进行登记，对大户存粮进行≯两查，颁布粮食管理的治罪条例，iⅢ强仓储

及运输管理；为抑制粮价动荡．成湖jd会管理市场交易；对粮油加工实行严格控制，对

汕碾推行包干捌高额征税，迫使俘榨倒闭。并推行节制粮食的紧急措施，号召人民配食

杂粮。同时加紧对粮食进行征收，以达军需民用；增加财政收入，减少通货膨涨，稳定

社会秩序，安抚民心的目的。然而，国民政府所制定的粮食政策，根本不能代表民众的

利益，只是用来点缀门面，欺骗、愚弄百姓而已。事实上，国民政府对人民采取种种强

铡手段，横征暴敛，尤其对粮食加紧进行催收，一年中就预征粮税达1 0次之多，甚至

从民国二十二年就预征粮税至民国5 7年。加之军阎混战，兵连祸结，连年荒歉，广大

人民生活极其困苦。

民国十九，年(1 9 3 0年)，我县水灾严重，堰水崩溃，冲坏良田万顷，农业欠

收。翌年，地主、意}滔乘机囤积拒售，粮价暴涨。七月份大米高涨到30多个银元一石，

粮食短缺，民怨沸腾。oI民n甜倚为j’安抚民心。扬言要“储人头，平物价”，阻止粮价

上涨。但只听雷声响，Z：羔i风雨求，i耳吼得彦，i一誊阻无济于：乳地主、投机商人继续垄断

市场，黑市操纵，致使永盼躲涨到50个银元一套?贫j奇农民籴米不仅忍受高价，小斗的

剥削，还得阳他们乞哀告怜。。劳苦人民追于生计，聚集起来，划割运往外地米袋，阻运

j磬件此起彼伏。尤以县城至胬}家渡沿线及东外长安桥附近，经常有酉十成群的老百姓，

觅米就抢，逢袋便害5，≥褥统洽蕾趔强；、不安。对了人民反压迫，反剥削．反饥饿的斗

争，当艏异常恐慌，除派炙了押运粮食夕i、，并罘取暴力手段，布告示禁：凡“贫民抢

米，当场格毙，”进行镇压。

尤其是r；·fj战起，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步步退H：，山河破碎，国土沦陷，国

民政府迁都重庆。由于战争旷日{寺久．军需迫功，粮食匿乏、物价飞升，怨声载道。特别

是解放战争时期，豳民政{背已是财源枯竭，日暮途穷，粮食供应更加紧张，米价激增数

，_=：}，不断发生饥民四处抢沭事件。

仅管我县具有优越的I{然条件，但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粮食生产的发展却很缓慢。

期之国民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自0内战，币制贬值，造成通货膨濠，粮食供需失调，粮

价波动不已。温江这个寓庶的天然j；_：、i仓也鸯浆i：!之囊。广大人民过着饥不饱食、衣不暖身

的生活，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两达官贵人娇奢浮侈，纸醉金迷，真是“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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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春雷震阳方，拨开云雾见青天。

全国解放后，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粮食企业，建立了社会主义粮食商业。从此，

我国粮食商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从l 9 5 3年l 11Jj jr!‘始，对粮食实行了计划收购与计划

供应的政策，也就是粮食统购统销。l g 5 5年8 j|，国务院同时发布-J’《农村粮食统

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卉一。’一，这两个办法是对粮食统购统销工

作的总结，)之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重大发展。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为了逐步缩小工农、啦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增加农村经济收

入，同家多次提高粮食、油料灼统购价格，对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都起到了极

大的作用。同时，国家对销价实行不动或：咯有提高的改策，使粮油销价长期保持稳定，

安定了人民生活。

随着我县建殴事业的发展，人口增加，粮油购销罱日益增多。为了拍强粮食工作的

领导，我局扶1 g 6 6年起，将下属站库改为独直孩算单位，有利于经营管理、节约费

用。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乳反j}!，正本清源，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党的

政策不断落实，”调整、改革、整顿、援痔”的八字方针得到深入贯彻、国民经济不断

好转，企业管理得到改善，亏损连年下降。岁}从l 9 7 7年起，我局做到了扭亏增盈。

从1 g 7 g年起，我局连续荣获省粮厅授予的“四无粮县”的光荣称号，被评为全省粮

食系统的先进单位。l g 8 0年，我局改，棼管理办法，积极进行扩权试点工作，全面实

行了定额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取得了最著效果。

三十二年来，我局在粮食流通的各个筇∽}，，在粳油的购销、加工、储运、财会的

各项业务活动中，加强了政治观，奴、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及时掌握了全县粮食产、销

余、缺，有计划地组织了二澎跨，积极贯粥了觉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统购统销业务

活动，开辟了统一的粮食市场，稳定～j‘j。、i食物价，安定了人咒!生活，活跃了国民经济。

在全县工农业生产发展基础上，经过三十二年来：萄i≥，：．、：!翟，它已在粮食流通领域中显

示出强大的经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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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j漫食管理机构设置

第一节粮食管理机构

清光绪年问，温江县衙内设的“赋册房”(征收田赋，捐税)奉令改为“经I{殳局”

。民国元年(1 9 i 2年)，并÷!奠清未啊洲，仍为“经收局”。同年四月，改称“征收

课。”民国二年(1 9 1 3年)夕i月，省财政厅通令各县将民初的“征收课”改为“征

收局”。

民国六年(1 9 1 7年)，旧川省政_曩：}：成立。≥独于’军闽各据一方，发生混战。特

别是民国八年(1 9 1 9年)，熊克武入川，把持军政大权时，通令各军“在驻防区就

地县局拨款筹饷”之后，防区刽逐渐形成。从此，县征收局实为当地驻军把持，长达十

余年的时间。这个时期，县征收，i面虽然存在。但已不隶属于省财政厅。

民国二十四年(j 9 3 5年)，防区制告终。田赋和田赋附加及捐税等，仍由县征

收局征收。民国二十五年(1 9 3 6年)，征收局下设一个总柜，七个分柜，一切田赋

税捐，概由征收局设桓m奠，骢淡了防曩型灼代征包收制。民同二十八年(1 9 3 9年)

三月，征收局义：海内没的般、墨j叟为三个纽。各组设组长一人，组内分设一、二、三等

组员各一人，局设秘书一人。

国民政府为了搦强鞍食的诬嘎．。j≥?：雯，j：兰j：怼搜食进行统一管理，层层建立管理粮

食的组织机构。民国二十j、；年(i 9 3 7年)十月，我县各区、乡成立了“粮仓保管委

员会”，负责仓谷的派募、购运、：波藏、仓房建设及渗葺事项。

民国二卡丸年(1 0 4 0年)八。月， “溢汪县粮食业同业公会”与“斗纪业固业公

会”先后成立。粮食业同业公会的办公地址在北街城隍庙侧，共有会员3 7人。斗纪业

同业公会办公地点没在西正街星寺巷，会!遗7人。同年九月十六日，成立“温江县粮食

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出县长兼任，其他委员扇地方士绅充任。穰管会隶属于县政

府，受省粮食管理局统管、监脊。它是执掌粮食的调查登记、调节、平价和公有仓库以

及积谷等事项。粮管会委派粮食干事。分驻各乡镇，管理有关粮食事宜。

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国民馥府为解决军用民食的需要，乃决定将田赋征收

法币改为征收实物，各7肯田赋归中央接管。县府奉令于九月一日正式成立“财政部四川

省温江县田赋管理处”，处长由县长兼任，剐处长由省田管处任命，并出副处长处理日

常业务。九月十六日殴立“滋汀兰rj：是致科”经县府遴选呈报省府委任，唐桐栖为首任科

长。该科设科长、科员、办j!；员共五人，专责办理粮食行政及收储事宜。粮政科与县田

管处在各乡镇设置“征购粮食办擎处”(以三乡镇设一‘处为原则)。设督收员一人．正

副主任各一人。正副主任由乡镇长兼托，负责督催缴纳粮食、保卫仓库及一切行政上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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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处内分设经征、经收两组，配备经征、经收员各一人。此外，配备催征警及斗手、
仓夫若干人。

民围三十二年(1 9 4 3年)九月一日，县田管处奉省田管处令，将三十、三十～

年的田赋“一征一购”改为“一征一借”。县田管处即将下设的‘‘征购粮食办事处’’改

为“粮食征收办事处”。民国三十三年(1 9 4 4年)，田赋征实收纳地点，在全县十

八个乡镇中共有六个征收处，为：隆兴乡、文家乡、永兴乡、永安乡、和盛乡、寿安乡
等征收处。

民国三十四年(i 9 4 5年)四月一日。

并，正式改名为“温江县EEj赋粮食管理处”，

(1 9 4 9年)此。

基)

县府奉省府指令，祷县粮政科、储运处合

改属中央粮食部管辖，直至民国三十八年

温江县田赋管理处(后改称田赋粮食管理处)历任剐处长名单如下：

民国三十年 晋鸿图

民困三十一至三十三年 刘 兆 赤

民国三十四至三一i一六年 安济康

民国三十七年 王 大 用(八月二一卜匕目以后为王厚

民国三十八年 王 厚 ：甓

第二节仓库管理机构

民目以来，军闷混战，政局不稳，国民政府虽有积谷备荒之举，但尚未完善仓库管理

的组织机构。民国十年(1 9 2 1年)前后，我县有济田i 62亩(济田所收获的粮食储

存于济仓，作防荒救灾之用)，可收租谷3Go余担。除一部份以市价交银折抵租谷外，

其余部份租谷储存在县知署济仓内。

民国二十五年，国民政府加强了仓储管理。通令各地依照有谷有仓的原则，规定了

培建新旧仓厩办法。 It!i---～卜匕年(1 9 3 8年)，复拟定补充建仓办法七项。凡修建
新仓，ji容嚣}一市j i，誓需经费，不符超过四角，培葺旧仓，不得超过二角。其经费在

地方公款、指定筹拨，jjj入预算内报支。如地方无法筹拨之时，可在积谷总量三分之一

内，提售充用，但枣笼须造报预算、图说、核准、招标建侉，墨后应切实验收。民国
_X--一i‘；Vl二(1 9 3 9年：)D_TJj；’七日，咎‘府训令各娶屯锗粮食，修建仓库，规定在屯

储粮食建仓的容量，按人口平均每人屯储谷陶市升的比铡修建谷仓。该年底动工修造，

于次年t～一月相缆建成县城西外河坝街仓库和文家场IE宗寺仓库。民国二十九年(1 9

4 0年)十二月，县仓库镑理机{句j正式成7C，全称是“全国粮食篱理局成都仓库溢江分

仓库”。

民圜三i一年(1 9 4 1年)初，围民政府为一n蹋。l”J I”-匕食，供应军粮，办理粮食采

购，验收倪铃，珈工运送等]：作。由全羼凝食管理履正式颁发“全周粮食管理局四川省
仓库组织章程”通令网Jfi各地均建立仓库管理机构。辨j{翌NJll划分为若干辖区，其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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