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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们从．一九八二年四月开始，在县委、县志办公室、局党组的领

导和关怀下，《粮食志》编写小组倪引传、陈 明、吴益辉、杨绍唐

等同志’经过近二年时间的努力，提出编写方案，通过查阅档案，座谈

了解’，。多方收集资料。，借鉴外地经验，着手编写工作，经多次审．阅：．二

修改，《萧山县粮食志》诞生了，完成了一项历史赋予我们的。使

命。

新编的《萧山县粮食志》，记述了萧山县粮食工作的历史和现

状，是粮食工作的历史总结，’是一部反映史实、总结经验教训的史

‘料，作为研究历史和指导今后粮油霉作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建国三十四年来，萧山县的粮食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主席说：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

r’1⋯⋯·”。我们通过了粮油征购、分配、交换、储存、加工和企业经
营管理等一系列活动，认真贯彻了党和国家的粮食工作方针、政策，

合理地解决了全县一百另七万人的吃饭问题，从而稳定人心，促进了

建设，推动了社会前进。

《粮食志》记述了民国政府统治时期的粮政史实和建国三十四年

来粮油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鲜明的对照，使人们受到一次深刻的

社会主义教育，从而激发我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

新中国，鼓舞我们振奋精神，团结一致，沿着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

任务”、 “总目标”的方向，扎扎实实地做好粮食工作，为实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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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在编写《粮食志》过程中，承蒙县志编纂领导小组指导和萧山工

作过的(特别是我们粮食系统工作过的)一些老干部．、老同志的关怀

和支持，我借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写《粮食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水平低，缺乏经验，时间

仓促，资料不齐全，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同志们提出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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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共萧山县委(85)9号文件决定：

萧山县志，部门忘和镇志的下限一律延长到1 984年。 “萧山县粮

食志”的断限原为1 982年，为使部门志与县志总纂一致，我们增补了

1 983年、I 984年的资料。中共中央、国务院(1 985)1号文件《关于进

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指出： “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

粮食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部份资料适当延伸到1 985年4月。

二年多来，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通过企业整顿，调整了领导

班子，贯彻执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积极采取

“以议补平，” “以熟补生”， “以m S1"商”措施，使原来封闭式的

管理型，逐步转向开放式的经营型，把粮油经营搞活，发挥多渠道经

营中的主渠道作用，提高了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

盛世才能修志，修志记载盛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体干

部职工的共同努力，粮食工作必将开创新局面，为社会主义祖国“四

化”建设服务．

胡庆林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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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志内取事年限，上起1 91 2年，下迄1 984年，为追溯事件的始

末，起讫日期略有延伸。

二、志内记载解放前民国时期的粮贸和解放后粮油商业、工业的

建立和发展。在概述以下，共分5章30节和大事记、杂录。

三、志煎记叙文，体例有志、记、图、表、录，志为全书主体。

四、1 940年．1：月到1 945年8月，萧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为汪伪

统治时期，因资料散失，记述较少。

五、志内所引证的资料需要说明者，和表的内容或出处需注明

的，列注于表末或节末。

六、志内使用的货币名称和金额，均为当时的名称和币值。解放

后通用的人民币，1 955年3月币制改革前统称为“旧币”，面值统一

折算为现行人民币。

七、志内的数量词，除注明公制者外，均以市制为计算单位。

八、文中“县委”指中国共产党萧山县委员会； “党”指中国共

产党； “县府”指萧山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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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县地名办公室编绘



萧山县粮食局办公大楼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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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4年粮食局党委成员和巡视员合影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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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村粮管所锦旗V

萧山粮食加7-)-锦旗V

县粮食局汽车队锦旗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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