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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孙世群

宜丰县气候炎凉，土地肥沃，历来盛产粮食。可是，在

解放前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当局，把田赋作为主

要财政来源，对农民横征暴敛。抑制了粮食生产的发展。

民国中期，宜丰全县粮食总产量150万石左右，到解放前

夕，年总产量下降到100万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粮食政策，使粮食生产得到恢复

和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食连年丰收。

198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34657万斤。比1949年增长

2．8倍。1986年，宜丰被列为全国发展粮食生产基地县，

1987年又被列为全国“七五”期间第一批商品粮基地县。

199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突破2亿公斤，比历史最蒿的

1985年增长8％。

粮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人类生活生存不--nj-缺少的食

品。粮食流通是粮食经济中一个极其重要环节，关系着国

M-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解放前，只征收田赋，其余粮食

均是自由交易，丰年歉岁，粮油都是官商垄断，贱籴贵粜，

伤农伤民，使城乡人民食不饱肚，度日如年。解放后，国家

在实施正确粮食政策的同时．建立了统管粮油流通的专门

机构。宜丰自1949年7月建立粮食局(科)以来，发挥了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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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流通的主渠道作用。一代一代粮食工作者，坚决贯彻党

和国家的粮食政策，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护了农民

的利益，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保障了城乡人民生活的

需要，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对宜丰的两-1-文明建设作出

了重大贡献。

在盛世修志的形势下．粮食局党委顺应历史潮流．编

纂出版了自古以来第一部《宜丰粮食志》．这元疑是一件十

分有益的大好事，为宜丰的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浇灌了一

支璀璨的鲜花。

《宜丰粮食志》的编纂出版是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

来、AP,务当代、造福未来的千秋大业。记述了自古至今宜

半粮食流通领域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实-1jir求是地反映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带来的巨大

变化、发展和成就。它将为今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提

供科学依据和借鉴。《宜丰粮食志》还为编史修志收集积

累了翔实、丰富、真实的资料，为乡土教育、社会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

宜丰的粮食工作者。在解放后,10多年中，创造了辉煌

的历史业绩。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希望全县粮食部

门的同志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勇于改革、拼搏前进、再

造辉煌。

(本文作者系中共宜丰县委书记)



序二

贯胜平

盛世修志，自古皆然。素称“炎凉适宜，物阜民丰”的

宜丰县，在社会主义盛世下才赋予其真正涵义。解放45年

来，宜丰粮食经营规模从元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中

共十一届暑中全会以来，宜丰粮食部门大办实业，形成

“商、工、饲、畜、综"五业井驾齐驵新格局。中共十四大以

后·宜丰粮食流通舔制改革又平稳地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
●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宣丰粮食志》应此盛世而成，它

以丰富而详实的史料阐述了粮食是治国安邦的重要物质

基础．粮食商品在社会主义阶段是稳定国计民生的特殊战

略物资。簧往知今，历史经验证明，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粮食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工作。

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宜串作为产粮区，

在粮食问题上．自古迄-4"起伏跌宕。解放前，历代统治者

都元法解决粮食问题，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大阜，三

月元雨，翌年夏，大饥，原牛米不及百钱，时值银一两六钱，

饥民瞪目待毙。民国4年5月(公元1915年)大雨倾盆，全

县早稻损失三分之二，灾民以野菜和观音土充饥。解放

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粮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

粮食生产和加强粮食管理，以丰补救，调剂余缺。自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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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不仅保证了本JA-的军需民

食。而且年年外调了大量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并妥善安排

了大灾之年城乡居民缺粮供应，保证人人有饭吃，顺利地

渡避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食政

策经历了统购统销、定购统销、定购放销三个阶段。在改

革摸索中，由于一时难以完全适应和配套，市场曾发生过

一些动荡，由此，囡家进一步完善了宏观调控措施。“粮食

定，天下定”。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耍加强对粮食

的平衡管理，越耍加强对粮食市场秩序的法制化、规范化

建设。

古人云：“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粮食作

为一种商品要以货畅其流。满足消费者需求，维护生产者

和消费者利益为根本，囤积居奇，乘人之危谋取暴利是失

掉信誉、失掉市场的下策。在粮食经营放开的形势下，只

有图有粮食企业才能担当稳定市场、保障供应、稳定价格、

维护改革开放大局的重任。这是历史经验教训的启示。

我县《粮食志》的编纂工作，自1986年就已开始，承蒙

历届负责人的重视和鳙修人员的辛勤劳动。承蒙县委县政

府和各界领导的支持，承蒙县史志办工作者的精心整理，

得以问世，在此一一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4年12月26日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载本县粮食经济的历史和现状。

二、修志原则：本志为新修专业志，编修原则为详近略

远，详今明古，立足当代。n,J"j苗l断限为追本溯源，上限不

定，下限断至1993年年底，干部任职延伸至1994年落笔

为止。时间记述，辛亥革命前(1911年)，采用旧纪年，井同

时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时期，兼用两种纪年。民国后用公

元纪年。 。

三、本志结构，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苓形式。以横

为主，纵横结合。全志立特载、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5

部分。专志设粮油购销、粮油储运、粮油工业、企业管理、

组织机构共5篇、21章、57节；表遣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

体，让史料说话，寓袁贬于记事之中。

四、本志收录人物标准：经正式任命的粮食局正、副局

长；粮食局所属各公訇正、副经理；各股(科)正、副股(科)

长；各粮管所(公司)、正、副所长(经理)l各粮油加工厂正、

副厂长；汽车队正、副队长；食品厂正、副厂长；职工学校

正、副校长；地局以上先进个人及中级技术职称人员。

五、本志资料全部来自县粮食局、县档案局、省粮食局

档案室、省档案馆、省图书馆、地ig．档案局，同时采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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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座谈、访问资料。

六、计量单位和计量数据，1985年前，沿用当时社会

上通用的单位，数据不换算；1986年后，统一改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如市斤改为公斤，华里改为公

里。延伸到1986年后的表格，沿用原计算单位，并换算旧

制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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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同志视察宜丰县粮油综合开发公司饲料厂

国内贸易部白美清副部长视察宜丰时同县粮食局全体干部职工合影留念



粮食局党委在研究I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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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丰县粮油综合开发公司

新昌粮油公司办公楼



粮油贸易公司办公楼

茂丰粮油公司办公楼

茂丰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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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粮油公司在组织收购粮食

新昌街道供应站

再吨镩斌r r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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