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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青

编纂《张店区粮食志》是在张店区人民政府、张店区区志编委

会和张店i《粮食局党总支的领导下，从·一九八五年八Jj开始，经过

两年多的努力完成了编写任务。 此二持上限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

二年)，下限截至-一JL／k五年底，共十三章，五十四书，全书共十

万余字。

编修志书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章节浩繁， 编哆{曼Ei、 需要

得、识、才、学兼备者为之，而我们f匀编志人员都足臻时凋集，仓

促上阵，又缺乏专门的修志知谚!，实在有负众谡。 ．

编写局志是千秋之业，万世之．=抟，是填补历史的宅自，谱写社

会主义的新篇，留下一笔珍爨的精神财富，对；诲人负责，为后代造

福。

在编写中我们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秉笔丘节，忠于

史实，如突反映历史真相，翔实反映了本区粮食系统的人事机构沿

革、粮油购销、调拨、保管、加工、经营管理、粮油工jlk食品、议

购议销、饲料生产供应、粮食市场等发展过程。j羁朴实的语言，突

出反映了在党的领导下搞好粮食工作，为支援“四化”建设，改善

人民生活，加强粮油购销与管理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编写《张店区粮食志》的过程中，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陬项基本原p!Ij为准则，广征资料，如实反映
1



整个粮食工作的历史面貌。由于我们水平低，写作能力差，文中难

免存有缺点错误，望诸位领导及同志们批评指教。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市粮食局、区志编委会、区档案局、

区粮食局各股室同志的大力支持。承蒙从事过粮食工作的老领导、

老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致谢。

编者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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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张店区位于山东中部，地处交通要道，地势平坦，土地肥沃。

东与临淄区为邻，西与周村区接垠，南与淄川区搭界，北与桓台县

毗连。东西长23公里，南北宽20公里， 总面积349，104平方公里，

总耕地面积278，441亩，粮}H面积223，964亩， 总人口460，005人，

其中iE农业人F-1242，456人， 农业入口217，549人。 是中共淄博市

委、市政府所在地，是淄博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活功中心，是一

座新型的工、J匕城市。 辖11个乡镇和5个街道办事处。 农业盛产小

麦、玉米、工业有采矿业，陶瓷业、玻璃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二I二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 一九八五年工农业总产值14047

万元，粮食总产达至(122，826万斤，是一九四九年的网倍多。

张店一九四七年以前从未成立县区、粮食的征收与购销只是田

赋征收，归旧政府管理，一九四七年张店解放以后，粮油购销仍掌

握-住私人手中，同时出现了张桓贸易公司也经营粮食。一九五。年

八月张店正式成立了张店粮食支公司，到一九五五年张店成立淄博

市粮食局张店分局。

自古以来我国以农立国，历代帝王亦以田赋为支付国用的唯一

财源，民国以后农民负担日重， “赋出于地，役出于丁”， 张店地

区的劳动人民饱受地主和粮商的剥削，终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战后的市场仍被私商操纵，市场出现了货币贬值，．

1



物价暴涨，一天几价，几天一翻的飞涨局面，特别是粮食给劳动人

民带来的灾难更是苦中难言，出卖一天劳动力还填不满肚子，一九

四二年的大歉年是劳动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最残酷的一年，四宝山

乡的彭官村，一年内卖小孩和小女孩送人当童养媳的就有十四人，

一斗高粮换一个小女孩。 一九四八年张店最后解放， 因战乱和歉

收，粮商粮贩乘饥搅乱市场，使一九四九年粮价上涨七、八倍，小

麦市价每斤高达0．355元，玉米o．30元，严重影响着解放后的人民生

活， 在此情况下张店于一九五O年八月正式建立了国营粮食支公

司，本着党所提出的财经统一和稳定物价的方针，采取了大买大卖

吞吐结合的方法．与粮商开展了市场斗争，到一九五。年上半年，即

基本制止了寸‘几年来粮食飞涨局面。一九五C年小麦市场价格每市

斤降为0．0963元，玉米0．071元。

张店区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起，开始冤彻执行了国家剐定的粮

食统购统躺政策，在农村对余粮户实行了粮食计划收购，对城市j#

农业人；二j_j：l：l缺粮农民实行计划供应。 由于国家正确贯彻了兼顾国

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对农民进行了支援国家建设、支援

函防、支援灾区的爱国主义教育， 调动了农民多交售粮食的积极

性，年年超额完成上级分配的粮食征购任务。随着粮食大{峨度增产

和经济形势的需要，从一九八五年起国家规定取消粮食统购，实行

合同定购，定购的粮食，国家确定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允许多

渠道经蓠：陂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出现了安定

团结大干快上的可喜局面，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很得民心，土地

实行经济承包联产责任制后，专业户，重点户日益增多，农民的积

极性和劳动热“i空前离涨，--jL,s",．五年张店区粮食总产达到22，826

2



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4倍多， 农民不仅生活有了很大改’晦，’

而且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从一九五三年起取消粮食自由市场，缺粮农民所需粮食一律由

国家供应。一九五八年以前，张店农村统销对象是捅花户，一九五九

年至一九六一年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加上工作上的失误，造成了

三年灾荒，一九六一年国家征购粮食310万斤，而返销了1036万斤。从

一九六五年开始，至一九八五年，农村除工矿占地人多地少的队和菜

农供应粮食外，其他队实现在农村只购不销粮食，并向囝家敏贡献。

张店区城镇粮食统销最大面广，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命令"下达后，区政府根据

文件精神，对机关、团体、厂矿、居民、学校、企芎列k等誓位及1二商

行)lk／13粮，进行了全面摸晦，核算人；文及用粮情况，然露吁始凭鹾

供应。一九五五年九月又根据jI级文件精神，按规定的粮食定龌标

准和各类人口的劳动类别，年龄大小和粮食消费习惯，具体安排供

应等级，每人每月定量标准，分别核定供应逯，发给供应证凭证供

应。熟食，糕点到饭店就餐一律凭票，一九六。年又实行了“非农

业人口定量水平包干"的办法，对用粮单位进行三定(定人口、．工

种、定量)；一包(包干供应粮食)的办法。实践证明定瞳包干制

度敝少利多。一九六二年根据本区正处灾年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四

条措施，控制粮食销量，认真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全

面对非农业人口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提倡每人节约二斤粮食渡过

暂时困难。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粮食情况虽有好转，供应上有

所放松，中央及时发出了“44号文件”，我区根据文件精神，召开

了用粮单位负责人会，成立了“双核’’办公室，推广了弹黄厂定一逯
3



包干的供应办法，然后在全区322个单位全面推广， 实践再次证明

定量包干制度好处很多，纠正了定量上调及时，下调推迟的不良风

气，散居职-r．零b差到班组有利于群众监督‘使工种定量趋向合理。

更重要的是保证了供应，稳定了销量。这一经验一直沿用至今。

在几十年的粮油供应工作中，粮店工作是第一线，张店区基层

粮油供应点由一九五五年的s处，到一九八五年增为33处，它以正

确执行政策，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内容积极开展“六好"粮店活

动，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受到社会的承认，人民的赞扬。

“经济的真正基础是粮食储备，没有这个储备国家政权就化为

乌有”，历代王朝为巩固政权安定民心，都重视粮政的推行，因此

保管好粮油，不f夔其发生虫霉、渗漏、变质和备战备荒，都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建国前i口政府没有粮仓，靠分散民房储存，城区仅

有旧政府遗留下来的西仓库、南仓库，共一t-"3Li：：i容量九百万斤。解

放后，陆续改造和修建了一大批粮仓和油罐，保粮技术也不断发展

和提高，粮食储存由fH社会的分散保管转向集中保管，由旧社会的

一缸缸一囤囤， 过渡到一囤囤一仓仓， 进一步发展到现在的大骋

仓，大园仓、出入机械化的仓库， 到一九八五年仓库已发展为195

口，容量7088万斤；油罐大IJ、12座，容量1801吨， 科学保粮也&50

年代采取的通风，密闭储存进而采用双低(低药、低氧)储粮，虫

害防治也由机械物理防治进而采用化学药剂防治。由于长期以来认

真贯彻执行了“以防为主，防治并举”的保粮方针，确保了储粮安

全， 一九Jk．逸1年至一九八五年连续两年被省粮局命名为“四无粮

区”的光荣称号。

．，建国前我区靛油工业基本上是空白点，五十年代初期{：良注蟊i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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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日-沿用旧法，用石磨、石碾、木榨等古老JJll工]：具，人鐾、

畜拉、打压进行生产，产品质‘黾差，加工量小，效率非常低。进入

六卜年代，粮食加工机具大量发展， 先后引进锤型中岛磨、 钢片

磨、粉碎机、打谷机、精末机、人力螺旋铁榨轧胚机。七十年代至

八十年代，粮油机具El益进化，有65型、66型、 350型磨粉机，有

350型面条机组，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结束了手工操作，

古老的粮油加工工具被彻底淘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更好的为群众生活服务，粮食部

门由管理型转向经营型，解决职能单一化，走“收购——加工——

销售”的路子，大搞粮油食品生产。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在城K大

搞r粗粮细做，从煎饼、黑面锅饼，到一九JkT-年全区五处粮摩；十

个粮所部开始大搞食品生产，品种有馒头、蒸包、麻花、油条、强制

品、复制品、糕点、炸货等几十个品种。一九八四年建立粮油食品

工业公司，到一九八五年，食品生产的厂房建筑面积已达322平方，

大型器械设备笼具20套，合面机39台，馒头}JLl5台，麻花油条锅25

口，烘箱13台，冰箱3台，打蛋机4台，食品生产基本上实现了机械

化、半机械化。实践证明， 食品生产和经营， 不仅方便了群众生

活，而且增加了企业收入，对利国、利民、利企业都有着很重要的

意义。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中所需要的肉类、蛋类、奶类等

剐食品逐渐增多，这必需靠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养殖业，因此搞好饲

料生产，对发展畜牧业、养殖业，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店区一九八五年共有饲料生产单位十一

处，销售核算单位十五处，销售点二十七个，一九八五年产量达到

S



7773吨，全部销售到养殖户，对促进畜牧业、养殖业起到了积极作

用。

粮食系统的改革，从管理型转向经营型，多渠道经营，把粮食

工作搞活了，在抓好平价粮油供应的基础上，从一九八一年以来，

大抓了议价粮油购销，粮油食品生产供应，饲料生产供应，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都很明显。一九八五年全年盈利642，291元， 彻底摘掉

了粮食部门的亏损帽子。

回顾建国后三十五年的历程， 中央制定的各项粮油方针、 政

策，很受人民群众欢迎。张店区的粮食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广大干部、 职工努力工作， 为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做出了一定成

绩，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为振兴粮食事业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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