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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加工。

粮油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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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平县建立于明万历19年(1591年>，建国前，三分之二的

土地被地主、富农占有，在封建、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压迫剥

削下，农业凋蔽，粮食生产水平低下。粮食多被地主、富农掌

握，每年夏荒时抬价出售或高利贷放，缺粮农户和城镇贫民深

受其害。清代及民国时期，民问虽设有社(平)仓积谷防荒，但

数量少，且多被地方劣绅侵吞，缺粮农户和城镇贫民很少能买

到或借到，不得不忍受地主、富农抬高粮价和高利贷的剥

削o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

巩固政权的需要，军政用粮及大中城市居民供应需粮紧迫。

新平县人民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按云南省军政委员会

的指示，在县内征收农业税(俗称公粮)。4月下旬，县内土匪

暴乱，许多征粮干部遭杀害，征粮工作一度停顿。当年，市场

粮食交易冷落，粮价昂贵，新生的县人民政府，在军政用粮较

紧的情况下，从公粮库存中拨出部份地方粮，由贸易公司销

售j以平抑市场粮价，缓解缺粮农户和城镇居民的粮荒。同年

成立新平县粮食局‘当时称县粮库)，粮食、食用植物油和油

料逐步归粮食部门经营o

1951年起，粮食问题列为国家建设的首要问题， 国家制

定打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一的建国方针o F民以食为

天一，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生产；一方面加强



公粮征收，增加粮食销量，并贷放一批粮食，节制市场粮价暴

涨o

1953年起，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粮食政策，实行粮食Ⅳ统

购、统销抑，由国家掌握粮食，统一管理粮食价格，统筹安

排、计划平衡，调节社会粮食余缺o

1955年，在农村实行粮食Ⅳ三定抑；在城镇实行粮食定量

供应，使用粮食供应蔡，完善了粮食“统购、统销抑制度o

1961年起，生产队逐步建立起集体粮食储备，部份农村缺

粮，用集体储备粮供应，减轻国家供应的压力o

1962年起，生产队粮食征购任务，连续实行一定三年、一

定五年不变，超产超购、超奖，因灾减产调减当年征购任务的

政策，长期稳定农民粮食负担。超购粮的加价幅度，由按统购

价加价10％，逐步提高到加价50％，鼓励生产队多卖余粮，加价

款由国家财政支付o ，

19ea年起，国家几次提高粮、油统购价，增加生产队种粮

种油料的收益。而城镇的统销价长期稳定不变，平价粮油购

价高于销价的价格倒挂价差和经营费用，列为粮食部门政策

性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o

1979年起，多次调减生产队粮食征购任务，减轻农民粮食

负担o

1980年开始，粮食部门除完成平价粮油购、销、调拨、

储存任务外，开展了粮食议购、议销业务，缓解农民卖粮赡及

平抑市场粮价，起了重要作用。

1981"-1984年，为补充平价粮食不足，实行议价收购转作



平价销售的政策，议转平粮食的价差，由省财政支付o

1985年，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粮价格实行新的

Ⅳ比例价一。

粮食部门经营的粮食，除保证本县的粮食余缺平衡和周

转库存外，平均每年上调粮食数百万斤，支授兄弟县、市的社

会主义建设o

《新平县粮油志》由于资料缺乏、编写人员水平有限，

难免有遗漏和错误，请读者教正。



《新平县粮油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郭顺

副缢长：蒋寿年
成员：高汝荣邹学义

《新平县粮油志》编纂小组

主 编：蒋寿年

编写人员：李伯雄蒋寿年李永才
责任编辑：李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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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粮食，是人类社会赖以

生存和发展钓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人生一目不可缺少的特
殊商品。毛泽东说过：搿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一。在改革、开

放、搞活的今天，邓小平指出：Ⅳ粮食问题仍未过关，这是最

值得注意的大问题，关系改革大局，丝毫不能放松一。陈云说：

Ⅳ无粮则乱，o实践证明，粮食形势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经

济发展、市场物价、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收存民国以来新平

粮政方面的史料，编写一部系统记述新平粮食工作的专业志，

很有必要o l：新平县粮油志：}是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县

志办公室指导帮助下，于1986年12月，成立<新平县粮油志：}

编纂领导小组和编写班子进行编写的。

编写组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Ⅳ详

近略远，立足当代，反映历史经验，体现客观规律一的编纂原

则。发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查阅了大量档

案卷宗，采访了不少口碑资料，反复核对了有关帐册、报表，

收集了二十万余字的资料。并对所有资料进行分析考证，使

资料基本达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查有依据、真实可信的

要求。志稿二稿完成后，邀请了粮食系统的部份老领导、老

同志，对志稿进行审议，三稿完成后，又请县志办公室修改定

稿o
S



全志共分十二章，三十七节及前言、大事记、中国披政

简介，附有照片、图、表。{：新平县粮油志>为我县粮食工

作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历史借鉴，并且有存史、资治的价值

和服务现实的作用。

编纂社会主义新专志，是一件开拓性工作，面广量大，资

料残缺，查核困难。加之我们水平有限，志中缺点错误在所

难免，恳请领导和同志们教正。

本志编写中，得到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

一并致谢o

《新平县粮油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原任局长

郭顺

—九九-'年-i--月



序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县粮食工作在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指导下，经历了征粮、粮食拜统购统销一、粮食“合同定

购"等历史阶段，1950年征粮中，许多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保证军需民食，粮食战线

的职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建国以来的粮食工作，虽几经挫

折，但总的说来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搞活一方针指导下，在保护种粮农

民利益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调出大量商品粮支援国家社会

主义建设，满足县内各方面用粮的需要，支持我县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等方面，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粮食问

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政局稳定、社会

安定的政治问题，新平县委和县政府，历来都把粮食生产、分

配、消费列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这是一条可贵的基本经

验。

《新平县粮油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

观点、方法，系统地反映了我县粮食工作的全部历史。《新

平县粮油志》的出版，是新平的一件大喜事，是粮食部门的文

化建设成果，它将在资政、存史、教化育人方面起很大作用，

为领导、职工和后入研究新平粮食工作的历史与现状，提供

了翔实史料。

面对现实，借鉴历史，粮食部门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深化粮食企业改革，拓宽粮食工

作的路子，把社会主义粮食工作做得更活、更好，开创粮食工

作新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粮食局 局长壬世友

—九九=年十二月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恩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打略古详今一，着重叙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粮食工作的史实。

二、本志上限，追溯到事物的开端，下限至1985年。

三、本志按业务门类设章、以章分节、节下分条，采用

述、志、图、表、录方法表述，以志为主，图表分插于各

章、节中。

四、本志简称盯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简称Ⅳ省

委一、“地委一、吖县委"、盯支部”的，均指中国共产党

的各级组织；简称∥建国”的，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c

五、本志地名沿用当时旧名c

六、本志所用计量单位，建国前沿用当时旧制，建国后为

市斤。

七、本志所用货币名称，建国前沿用当时旧称，建国后为
人民币。

八、本志所用纪年，建国前以朝代、国号纪年，建国后用

公元纪年，行文中的打50年代Ⅳ飞O年代一⋯⋯，均指20世

纪c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