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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棱油供
应公司西平粮店自
选店

南宁市粮食局大门

南宁市粮油供
应公司粮店职工为

五保户遮粮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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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井仓库火车
专用线二道口

闷 仓库职工对粮
食进行抽样检验

沙井仓库

第四仓库职工
在油库过磅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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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仓库大米
加工车间

南宁市艘油食
品加工厂挂面车闸

南宁粮油机械厂

第四仓库领导

班子在研究粮食储

藏的科学保管办法



南宁青犍赍局
汽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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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新产品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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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粮食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文如煜

副组长唐雄才
’

成员孙朝家吴克炎冯利凡

主’ 编

副 主 编

编辑人员

收集资料人员

摄 影

本志编辑室

文如煜 ．

孙朝家李英年(特邀)

冯利凡吴克炎

许伯强宁封济牟诗球胨琳
陆东海黄世魁’梁树生曾万初

涂永超梁贵安韦新荣韦宗龙

王培业刘焕宁冯利凡吴克炎

李英年孙朝家等

本志审稿验收单位及人员

初审单位南宁市粮食局 ，

审稿人员文如煜唐雄才孙朝家

终审验收单位南宁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

审验人员陈谟志凌蔼民李廷佐冯善坤刘真才

梁新莲余朝霞沈述莲黄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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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粮食稳，人心稳I粮食定，

天下定。吃饭问题，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J历来

是中国共产党一项长期的首要任务。这部记载与吃饭问

’题有关的粮食志，既为南宁市经济部门丰富了历史资料，

也为今后探索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粮食经济提供借鉴．

。盛世修志劳。党的十二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对修志

工作十分重视，我局根据中共南宁市委、市政府的指示．

从19s!o年3月起，抽调人员，组成班子，收集资料，用了近
4年时间编纂出《南宁市粮食志》。

这部《南宁市粮食志》，本着详今略古，求实存真，如

实反映历史的原·则，记述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来

的粮政的历史和现状。从中既可看到历代统治者推行苛

政，巧取豪夺，横征暴敛，陷民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颠

沛流离的惨景；又可看到解放后党和政府对粮食工作制

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为做好粮油分配、交

换、流通和消费工作取得巨大成就。通过鲜明的对比，充

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

优越，将激励我们广大粮食干部职工为振兴中华、建设南

宁而努力奋斗。 ．

南宁市粮食局局长 文如煜
‘．‘ 1994年12月25日



凡 例

一、‘南宁市粮食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

是地记述南宁粮油购销、储运、加工等项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本志前置照片、地图、概述，正文共分9章31节，志末附有

大事年表和附录．

三、本志上限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闻，下限一般到1990年，有些

资料记述到1991年6月，个别资料延伸到1994年．

四，本志记载历史纪年，解放后用公元，解放前沿用朝代帝王

纪年、民国纪年，在每章头一次出现时夹注公元纪年。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文字、称谓、标点、数字、计

量均按国家有关规范书写；其中，解放前的计量单位用旧称．

六、本志采用的史料，大部分录自档案文件和报刊，部分录自

采访当事人的口碑资料，均经过考证核实，取其可信者入志，一般

不注明出处．。 ，

七、本志记述范围限于南宁市区(含郊区)，不包括邕宁县和武

鸣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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