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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关于审定《汉阳县粮食志》(送审稿)的复函

县《粮食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

《汉阳县粮食志》(送审稿)已经粮食局党委审核、汉阳县志办公

室审定，同意付印。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发文(1983)43号文件精

神：新方志暂限于国内内部发行，严格控制印数。

抄送：县长、县志编委会委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抄报：省、市志办



汉阳县粮食局文件

关于《汉阳县粮食志》发排付印的请示报告

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我局粮食志编纂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于1982年2月组成，同年4月开

展工作。三年多来，在县编委及县志办公室的领导下，我们先后到省、

县档案馆、恩施市图书馆搜集资料。建国前的资料，查阅了部分旧县

志和国民政府时期的粮政档案；建国后的资料，查阅了县人民政府、

县组织部、县财办、县工商联、县法院、县粮食局的文书档案，共约

1 190卷。同时，调查走访知情寿人士49人。花了近二年时间，共搜集整

理资料100余万字。1984年7月进入编写，1985年元月完成初稿。经广

泛征求意见(包括一些社会贤达、有识之士和粮食局各股室)，特别

是听取了县志办公室领导的修改意见后，我们又认真地进行了反复修

改(其间还三次修订篇目)，于1985年8月完稿。现特报送县编委审

阅，如无不妥之处，请准予发排付印，内部发行。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日



序 言

《汉阳县粮食志》翔实地记述了汉阳县粮食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特别是建国三十五年来，汉阳县粮食部门在中共汉阳县委、县人民政

府和省、市粮食局的领导下，在粮油的收购、销售、加工、调运、储

存以及由管理转向经营的改革中，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贯彻执行一

系列的粮油政策，比较合理地解决了全县四十余万人口的吃饭问题，’

并对国家作出了贡献。

《汉阳县粮食志》反映的史实，客观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特别是反映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方面的史料，将进一步激发我们热爱汉阳、建设汉

阳，增强振兴中华，为“四化”作出贡献的雄心壮志。

《汉阳县粮食志》因资料不全，加之我们的历史知识有限，编写

水平不高，错误和不足之处一定难免，望从事粮食工作的先驱和后拓

者以及有识之士提出批评意见，待今后续编时，加以纠正、充实和提

高。

刘伯群

一九八五年六月



编 写 说 明

l、编写《汉阳县粮食心!-z》，本详今略古之原则，上限h 191 1年，

下限为1 984年。但粮食问题源远流长，为使资料完整，免成无源之

水，对个别历史事件有所追述，突破上限。由于机构改革，机构沿革

部分要延K1985年。

2、志书力求贯彻新观点、新j防料、新方法的原则，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做到实事求是，如实地反映历史和现状的面貌。

3、本志书先分类，后分期，横向记述，并注意到“志中有史，横

中有纵，史志交叉”的特点。

4、资料来源：一是档案材料，二是县粮食局各股(司)室提供的资

料，三是走访知情人的口碑材料。建国前的资料查阅了汉阳县档案馆

藏的国民政府时期汉阳县粮政档案4 4 l卷以及恩施市图书馆、湖北省

档案馆的部分历史档案，走访知情人士4了人；建国后的资料，查阅了

汉阳县档案馆藏的县人民政府、县组织部、县财办、县工商联、县法

院、县粮食局的文书档案749卷，共搜集文字资料98万字， 口碑资料2

万多字。

5、统计数字来源：建国前数字，除引用历史档案所列外，还有一

部分是口碑调查统计的概数；建国后的数字，系县粮食局各股(司)

室提供的年报数字，其中粮油加工部分自1949至1956年这一时期的数

字，系县统计局提供的。



6、由于行政区划的改变，有些地区已经划出，为了反映史实，其

原属汉阳县的部分资料，包括各种数字，仍列入本志。

7、本志体裁为志、记、图、表、传、录综合运用。并一律采用语

体文记述。

8、为求文字简练，本志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前”和“建国后”。

9、纪年：建国前用朝代及帝王年号，并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年

代接近或连续用同一年代未注)，建国后则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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