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

享乞

闻?手芒粮食法成

◆

刘与忠；江西省粮食局局长

训×易

J■■

九主
．

．．一．



锈历史绳阮．、一■■■

祝先进：九江市粮食局局长

一∥B锯法
规艺够一

广吨砚多每抄R



栖名冬》

，

●

程来安：星于县人民攻府县长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星子县粮食局办公大楼

沙湖山粮油管理所



1991年中共星于粮食局党总支成员和行政
领导合影

左起：周本涛(总支委员、副局长)

易昌荣(总支委员)、邓林蒗(总支书

记，局长)、殷敬和(总支副书记、副局

长)、黄纪裘(总支副书记)、崔先发(总
支委员)

1991年召开的建国眦来历任正副局长、调研员坐谈会合影前

排左起：彭尚坚、郭希圣、石求康、左世忠，邓林滚、汪贻仁、万声荣、
汪德洋、枉德旺

中排左起：黄纪裘(副书记)、程际荣戡业广、张理文、查坚利，
左遐明、郭正诚、谭润香(调研员)

后排左起：周本涛、殷敬和、张匡山(粮志编辑)、易昌荣、邹弟

涛(粮志编辑)、杨桢(粮志编辑)、查凯(粮志编辑)崔先发(凋研员)

粮食职工学校师生在t课



第一稂油加工厂大米车问一角

油脂厂浸出油车间一角

星子县国家粮食储备库



星子县粮食局粮油质

量监督检查站化验室

苏家当乡油朵

丰收在望

隘口乡人昆1991年向

国家厢跃交售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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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紫阳路的秀峰粮行

坐落县城南康大道粮油
交易所剪彩开张营业

饲料厂一体化技改项
投产，图片为养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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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峰(上)

在星子县城北，蜱岩万仞，青苍浑雄。
宛若五位老人倚肩而立，故名。李白诗
云：。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
蓉。”

谷帘泉(右)

位于隘口乡笃里钱村右侧，泉源

白汉阳峰．朱熹诗云：。飞泉天上来，一
落散不收。按岩日璀灿，喷壑风踌窿，”
陆羽《茶经》说：“谷帘泉水为天下第
一"●



《星子县粮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台影

前排左起：查启文、万声荣、周本涛、邓林滚、殷敬和、黄纪裘、易昌荣、李育浪、潘盛尧

后排左起：俞圣义，宋海金，桂甲、丁光佩、陈则辉、李富田、李仕光、李成贵、黄和云

《星子县粮食志》
编辑人员合影

左起：张匡山、邹弟涛、
杨桢、查凯，
郭正诚



序 一

星子县位于庐山南麓，鄱阳湖西岸。二十二万人口，十五万亩耕

地。历来以农为本，惯于精耕细作。为传统的农业县。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丰衣足食，国泰民安。建国以来，全

县人民矢志不渝，改造自然，治理山水。修圩堤、垦荒洲、建电站、造

良田，实现万顷旱涝保收。推广科学技术，改革耕作方式。一再领先

改写一季变双季，高杆改矮杆的粮食史，两次带头跨纲要。创造了三

上北京庆丰年的辉煌业绩。

然星子人多土少，矛盾突出。务农囿于传统，高产低效。为寻求

星子经济振兴，农民生活小康之路，渊明故里勤劳智慧的人民，按照

省、市农业总体开发的部署，再展雄风，再鼓干劲，朝着农业深度开

发和广度开发挺进。成功探索了油稻稻、三熟三杂三高产、和棉油双

移栽双高产的高效农业之路。开发建设了柑桔、大枣、用材林、意扬、

精养水面和茶叶六个万亩基地。尤其是一九九一年，5万劳动大军，十

里绵延的简陋工棚，一个冬春的艰苦拼博，原红军三十一军参谋长龚

炳章烈士'．“叫博阳河改造，让湖洲变良田”的遗愿终成现实。在使3

万多疫区群众从此免受血吸虫病之苦的同时，再造了十分之一的星子

耕地。金秋时节，从浆谭联圩一辆接一辆，滚滚而来的运粮车队，正

是全县人民快步奔小康的象征。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党中央、国务院高

屋建瓴，再次突出“米袋子"，“菜蓝子”的重要位置。农业生产适逢
发展最好时机。全县22万人民，当鉴古观今，继往开来，抓住机遇，

奋力拼博，定会再创现代农业辉煌。
吕 明

．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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