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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余县粮食局机关全体干鼙、职工合影

前排左起：荪锦源、丁南生、王相生、兰 平、尹春玲、李江莲

中排左起：韩景葫、兰光钱、蔡少敏、李配诚、兰光宝、林应贤、林忠坪、黄光辉、廖礼援

后排左起：陈夏玲、赖建秀、蔡少玲、王玉林、郭小俊、何积凤、朱 梅、刘湘英、陈小永

傅智生、张居平、宋贤良、周福生、兰 红、刘远征、陈凡莲、李余生



大余县粮食局现任正副局长

左起：林忠坪、兰光宝、李配诚、蔡少敏

大余县粮食局历届正副局长

前排左起：邓华汉、吴世华、陈培伦、刘样焕、邹日标

中排左起：郑作淦、李友冲、王成贵、陈文进、卢 勋、兰光德、涂发兴

后排左起：蔡少敏、李配诚、兰光宝、谢生明、江心达、蔡声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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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余县粮食志》第二届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兰光钱、李配诚、兰光宝、廖礼镘

后排左起：傅智生、蔡少敏、陈凡莲、刘远征、林忠坪

(大余县粮食志)编纂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陈培伦、廖礼谖

后排左起：傅智生、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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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历代皆然o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余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

乐业，专心致志建设社会主义。大好的政治经济形势，为我们鉴古观

今，编史修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o ·

粮食是安邦之基，立国之本o“粮食定，天下定”，故古往今来粮

食工作均为执政者所高度重视。编纂<粮食志>就是把粮食这个特殊

商品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盛衰演变，起伏消长过程，通过

志书的形式具体地再现于世，从而揭示其特点、规律和地方时代风

貌。对于“存史”、“资治”，国计民生有着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全县广大粮食职工无不为编纂县第一部<粮食志>欢欣鼓舞，为完成

这一千秋伟业尽心尽力o
‘ ‘

、

在编纂<大余县粮食志>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统贯古今，详

今略古"的原则，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j力求时代性，科学性，

资料性和实用性的统一o

<粮食志>既真实地反映了大余从明代洪武至民国的粮食概况，

又重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县粮食工作在上级党政领导下，贯

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军需民食，繁荣粮食市场，促进工农

业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o+同时总结了粮食工作中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利弊得失。一览全志，能使我们找出粮食工

作中的客观规律，为振兴大余粮食经济制定决策，提供可鉴的史料。

所以<粮食志>既是一部具体生动的乡土教材，又是一部服务当代、

惠及子孙、做好粮食工作的百科全书o



为编纂好<大余县粮食志>，我们从1986年初成立了编纂领导小

，在地区粮志办、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经过近10年时间的广征

采，精心整理，数次审评，四修其稿，终于1995年8月底脱稿。

此，谨向为本志提供资料的部门和同志们及编纂工作人员表示衷心

感谢。 ．

编纂新方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时深面广，资料贫乏，经验欠缺，

平有限，全志定有不足之处，恳请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差光室一^匕冒_幺乃丕
1992年10月1日



准f下限至1990年底。本着忠于史实、详今略古的原则，侧重记述

近代。志中所记之“今”、“迄今’’、“至今"系指1990年底。

三、本志纪年以朝代年号为前纪，加以括号(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以志为主，图、表、照片穿插在有关

章节中。按序言、概述、大事记、粮油机构、粮油征购、销售、储

存、调运、加工顺序，横排竖写，共计十二章49节o
， 五、志中计量单位，表列计量均使用市制。文述计量，按国家统

一规定，即1984年3月底前按市制，以后按公制记述。建国后的粮

食征购，农村的各种留粮以原粮(稻谷)计算。销售以贸易粮(大

米)计算。

六、1957年5月1日前，凡机构名称均用“大庾”称谓，以后

改用“大余”o

七、本志的一些数据，系抄录有关资料汇编和年报。



第一章粮食机构⋯⋯⋯⋯⋯⋯⋯⋯．．⋯⋯⋯⋯⋯⋯⋯(17)

第一节 民国时期田粮机构⋯⋯⋯_⋯⋯⋯⋯⋯⋯⋯⋯(17)

， 一、县级机构⋯⋯⋯⋯⋯⋯⋯⋯⋯⋯⋯⋯⋯⋯⋯⋯⋯(17)

二、县级附属机构⋯⋯⋯⋯⋯⋯⋯⋯⋯⋯⋯⋯⋯⋯⋯(18)

三、乡、镇田粮办事处⋯⋯⋯⋯⋯⋯⋯⋯⋯⋯⋯⋯⋯(18)

第二节 建国后粮食机构⋯⋯⋯⋯⋯⋯⋯⋯⋯⋯⋯⋯．．．(18)

一、县级机构⋯⋯⋯⋯⋯⋯⋯⋯⋯⋯⋯⋯⋯⋯⋯⋯⋯(18)

二、粮食局直属单位⋯⋯⋯⋯⋯·j⋯⋯⋯⋯⋯⋯⋯⋯·(19)

三、乡、镇粮油机构⋯··：⋯⋯⋯⋯⋯⋯⋯⋯⋯⋯⋯⋯(20)

第三节 人事更迭·．⋯⋯⋯⋯⋯⋯⋯⋯⋯⋯⋯⋯⋯⋯⋯一(22)

一、局级领导⋯⋯⋯⋯⋯⋯⋯⋯⋯⋯⋯⋯⋯⋯⋯⋯⋯(22)

二、各股及局直属单位领导⋯⋯⋯⋯⋯⋯⋯⋯⋯⋯⋯(24)

三、基层粮管所(厂)领导⋯⋯⋯⋯⋯⋯⋯⋯⋯⋯⋯(26)

第二章粮食征购⋯⋯⋯⋯⋯⋯⋯⋯⋯⋯⋯⋯⋯⋯⋯⋯(29)
，第一节 征 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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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时代⋯⋯⋯⋯⋯⋯⋯⋯⋯⋯⋯⋯⋯⋯⋯⋯

二、民国时期⋯⋯⋯⋯⋯⋯⋯⋯⋯⋯⋯⋯⋯⋯⋯⋯⋯

三、建国后公粮征收⋯⋯⋯⋯⋯⋯⋯⋯⋯⋯⋯⋯⋯⋯

第二节 收 购⋯⋯⋯⋯⋯⋯⋯⋯⋯⋯⋯⋯⋯⋯⋯⋯

一、民国时期的粮食收购⋯⋯⋯⋯⋯⋯⋯⋯⋯⋯⋯⋯

二、建国后的粮食收购⋯⋯⋯⋯⋯⋯⋯⋯⋯⋯⋯⋯⋯

第三节 统 购⋯⋯⋯⋯⋯⋯⋯⋯⋯⋯⋯⋯⋯⋯⋯⋯

一、统购开始⋯⋯⋯⋯⋯⋯⋯⋯⋯⋯⋯⋯⋯⋯⋯⋯⋯

二、农村粮食“三定"⋯⋯⋯⋯⋯⋯⋯⋯⋯⋯⋯⋯·：·

三、征购任务“一定三年”⋯⋯⋯⋯⋯⋯⋯⋯⋯⋯⋯

四、“一定五年”征购任务⋯⋯⋯⋯⋯⋯⋯⋯⋯⋯⋯

五、新时期的粮食政策⋯⋯⋯⋯⋯⋯⋯⋯⋯⋯⋯⋯⋯·

第四节 合同定购⋯⋯⋯⋯⋯⋯⋯⋯⋯⋯⋯⋯⋯⋯⋯⋯

第五节议 购⋯⋯⋯⋯⋯⋯⋯⋯⋯⋯⋯⋯⋯⋯⋯⋯

第六节 其他收购⋯⋯⋯⋯⋯⋯⋯⋯⋯⋯⋯⋯⋯⋯⋯⋯

第三章 粮食销售⋯⋯⋯⋯⋯⋯⋯⋯⋯⋯⋯⋯⋯⋯⋯

第一节城镇供应⋯⋯⋯⋯⋯⋯⋯⋯⋯⋯⋯⋯⋯⋯⋯⋯

一、定量供应⋯⋯⋯⋯⋯⋯⋯⋯⋯⋯⋯⋯⋯⋯⋯⋯⋯

二、军粮供应⋯⋯⋯⋯⋯⋯⋯⋯⋯⋯⋯⋯⋯⋯⋯⋯⋯

三、行业供应⋯⋯⋯⋯⋯⋯⋯⋯⋯⋯⋯⋯⋯⋯⋯⋯⋯

四、补助粮⋯⋯⋯⋯⋯⋯⋯⋯⋯⋯⋯⋯⋯⋯⋯⋯⋯⋯

五、饲料粮供应⋯⋯⋯⋯⋯⋯⋯⋯⋯⋯⋯⋯⋯⋯⋯⋯

第二节 农村统销‘⋯⋯⋯：⋯⋯⋯⋯⋯⋯⋯⋯⋯⋯⋯⋯一

一、定销粮⋯⋯。⋯⋯⋯⋯⋯⋯⋯⋯⋯⋯⋯⋯⋯⋯⋯

二、补、返销粮⋯．．．⋯⋯⋯⋯⋯⋯⋯⋯⋯⋯⋯⋯⋯⋯

’三j借销粮⋯⋯⋯⋯⋯⋯⋯⋯⋯⋯⋯⋯⋯⋯⋯⋯⋯⋯

四、奖售粮⋯⋯⋯⋯⋯⋯⋯⋯⋯·⋯⋯⋯⋯⋯⋯⋯⋯··

五、种子粮⋯⋯⋯⋯⋯⋯⋯⋯⋯⋯⋯⋯⋯⋯⋯⋯⋯⋯

六、补助粮⋯⋯⋯⋯⋯⋯0 0 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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