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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来源，是国计民生的

重要物资，“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旧中国，河南是闻名

全国的贫穷省，粮食十分匮乏；粮食市场又被豪绅富商操

纵。“谷贱伤农”和粮价暴涨交替出现，广大劳动人民食

不果腹．长年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新中国成立

后，中共河南省委和人民政府领导全省人民，为解决粮食

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河南农

业基础差、底子薄，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粮食生

产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求；加之一些

不法粮商故技重演，囤积居奇、哄抬粮价，粮食市场日趋

紧张，严重困扰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进程。根据国

家的统一布置，从1953年冬开始在全省实行对粮食的计

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以后的二、三十年间，

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过失误和挫折，但在国家的支持

下，全省人民同心同德，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系列方针政策，不断地摆脱“困

境”。在粮食生产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保证了城乡人民对

粮食的基本需求，除少数年份外，还对国家有所贡献。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为解决粮食问题

创造了宽松的环境，80年代粮食和油料产量连续跃登新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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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农民几千年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食品、副

食品生产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市场空前活跃，

省内粮油的外调和外销数量在全国均居前茅，成为著名的

产粮大省。90年代粮油经营逐步放开，结束了长达40年

的粮食统购统销，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过渡。但河南人多地少，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粮食的生

产、流通还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稳定粮食的任务

仍然十分艰巨，粮食工作任重而道远。

河南省粮食志编纂委员会在省粮食厅党组的大力支持

和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从80年代初就

组织人员着手搜集整理大量的资料，完成了《河南省志·

粮油贸易志》的撰写任务，接着又编纂出版这部多卷本的

《河南省粮食志》，本书以粮食产销余缺为主线，客观地记

述了河南粮食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重点记述了新中国成

立后全省人民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粮食方针、政策，为解决

粮食问题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比较全

面系统地记述了河南省粮食部门为保证粮食供应，稳定粮

食局势所进行的各项业务活动以及粮油加工和饲料工业等

发展变化情况，是一部较好的资料书。

旧中国有专述经济现象的“食货志”，但编纂“粮食

志”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河南省粮食志》的陆续出版，

希望对从事粮食实际工作者和经济理论研究者能有所裨

益。但也可能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砰 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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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地处中原，农业开发较早，粮食在国民经济中的

地位极为重要。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

建制度的束缚，加上中原地区频繁战乱的摧残和自然灾害

的袭击，河南农村经济发展迟滞缓慢，粮食产不应需的矛

盾比较突出。在河南发展史上，粮食问题始终是个重大的

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各级党委、政府十分重视粮食工

作，面对粮食短缺。私商囤积居奇，市场粮价剧烈波动的

严峻局势，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合理分配粮食，

保证了社会各方面对粮食的基本需要，对稳定市场，安定

人心，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巩固工农联盟，都具有一定的

历史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功绩。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完善，粮食产量不

断增加，全省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粮食购销

体制和政策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粮食流通领域改

统购为合同定购。实行多渠道经营，进而全面放开粮油经

营，实行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社会主义粮食企业自

身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实现了由分配管理型向经营服务型

转变，粮食工作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

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但目前人均耕地和粮食占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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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大

市场尚未形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国有粮食企

业随着粮食经营的放开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挑

战与机遇同在，困难和发展并存，出路何在?出路就在于

从河南省情、粮情出发，按照中央部署，深化改革，克服

困难，抓住机遇，加速发展，逐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要求的粮食生产、购销、价格、进出口、宏观调控

保障体系以及现代粮食企业制度，从而使一个仅有一亿多

亩耕地、却拥有九千多万人口的大省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

题，实现由传统粮食业向现代粮食业的转变。

前车之鉴，以警后者。《河南省粮食志》全体编纂人

员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1982年起，广征博采，

全面挖掘、收集，在获得大量翔实可靠的古代、近代，特

别是当代河南粮食资料基础上，分门别类地编纂出包括粮

食市场贸易、统购统销、油脂、储运、粮油价格、粮油工

业、饲料和粮油科技、粮食财会、基本建设志等以及以市

县为单位编写的区域性简志多卷本的《河南省粮食志》，

为我们借鉴历史经验，做好新时期的粮食工作，提供了良

好的参阅资料。她的陆续付梓，必将对推动我省粮食工作

的发展，振兴河南粮食经济起到有益的作用。

由于编者水平和掌握资料所限，书中疏漏谬误在所难

免，尚祈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

’' 1，

欲文獗

一九九四年三月



凡 例

一、《河南省粮食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继承历

史、反映现实、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益后世为宗

旨，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全志上限时间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2003年。

地域范围以现行区划为准。

三、本志主要记述的是当代河南粮食工作发展变化情

况，按内容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综合性的；第二类，部

门、行业性的，按业务分工设志；第三类，以县市为单位

编写的区域性粮食简志。综述；第三类，以县市为单位编

写的区域性粮食简志。综述、大事记与各专业志并列，一

般一志一卷，字数少的近类合并，共约20卷；各卷出版

不排序号，先完稿的先出版。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录四种基本体裁，图表、

照片穿插其中。设《综述》，宏观记述全省粮食工作概貌I

设《大事记>，简记1840—2003年省内发生的粮食方面的

大事。

五、各专业志一般首设概述；下设章、节、目等层

次l最后设附录，辑存重要文献和编纂始末。各专业志的

内容间有交叉．但各有侧重。

六、组织机构、会议、文件、著作等名称一般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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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过长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用简称。地名用

当时名称并随文夹注今名。清代以前按各朝代年号纪年，

夹注公历；从民国元年起，一般都按公历纪年。机构、职

务，按当时称谓记述；译名以通译为准。

七、书中使用的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

Et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

定；数字的使用，遵行198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

布的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

八、1953年及其以后各年度的粮油生产、流通数字，

统一使用粮食年度(本年4月初至次年3月末)。其余各

种年度数字都采用日历年度(1—12月)。

九、书中注释采用文内注．

十、全志统一设“凡例”和“总序”。



《河南省粮食志》分志篇目

总述

大事记

统购统销志

市场贸易志

粮油工业志

仓储志

调运志

油脂志

饲料志

票证志

科学技术志

教育志

基本建设志

统计物价志

财务会计志

企业管理志

劳动人事志

纪检监察审计志

注：*带号者已出版

郑州市县市简志

安阳市县市简志

开封市县市简志

洛阳市县市简志

三门峡市县市简志

平顶山市县市简志

鹤壁市县市简志

濮阳市县市简志

新乡市县市简志

焦作市县市简志

信阳地区县市简志

许昌市县市简志

漯河市县市简志

商丘地区县市简志

周口地区县市简志

驻马店地区县市简志

南阳地区县市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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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专门记述粮食票证的粮食志分志专著，但又

不是一般性的志书专卷，它有着诸多不一般之处：

其一是，粮史载体，首立专志。粮食票证，特别是粮

票，在中国粮食经济史上曾起过非常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但在全省乃至全国粮经类史志中，却又均叙之甚少，更未

见有立专卷者。今河南粮食志单独立卷，使珍贵的粮食票

证史料有志可查，进而“以票证史、以史为鉴，面向未

来”，是为首例，填补了此前尚无此类专志的空白。

其二是，粮票文化，得以弘扬。粮票虽是众多粮食票

证中之一种，但它又不是一般的粮食业务凭证，它有着与

众不同的深邃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正因为如此，在它的

原有使用价值消失之后，又以其独有的魅力很快地进人了

一个全新的领域——收藏文化，并使之为新时期的先进文

化事业服务。这是一项有益而又富有开创性的工作，现得

’以通过专志将之载人史册，实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其三是，图文并茂，雅俗共赏。专志既有专业性、学

术性、史料性，又有普及性、知识性、趣味性，不论是对

粮食经济专业工作者，还是对粮食票证收藏爱好者或是一



般读者，都将是一本既有可读性、实用性的工具书，又是

一本富有文物气息和欣赏性很强的特色藏书。

值此专卷即将付印出版之际，特作序以志之。

崔银太

(河南省粮食局局长 河南省粮食经济学会会长)

二oo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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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粮食是一种人类所必需的生命资源，那么粮

票就是这一资源配置的专用权证。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

一的农业大国，自古就有“无粮不举兵”一说，因此对国

家的统治者而言，粮食无疑已上升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战略

物资。这就使人不难理解，为什么早在人类造纸术发明以

前，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前粮

票——“粮签”。连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册簿形态的“粮

本”，其早期雏形亦可上溯到汉代的“食者籍”。

河南，作为地处中原的产粮大省，由其特有的地缘优

势和易于屯兵养兵之便利条件，而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

地。故此，最早期的“粮签”和“食者籍”均源发于这一

片沃土，想必绝非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本书试以河南粮食

票证的沿革作一典型代表，以粮票为主线，在研究该省粮

票文化的同时。力图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中国社会发展之

客观规律。

粮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民国社会中，多是以有

价证券的形式出现；而在新中国实行全国范围的粮食计划

供应后．则多为无价证券。但无论其为有价证券或无价证

券，均须以政府当局的授权许可作为制发的必要前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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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对粮票的管理方面，从其制发、回收到销毁的全过程

中一般均等同于对货币的管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段

(如新中国早期)甚至还要严于货币，这恐怕是让大多数

人都难以置信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一存活于中国历

史愈千年、资历仅亚于货币的“第二权证”，迄今为止既

没有引起史学家们的足够重视，也没有得到金融界和收藏

界的广泛关注，这一现象确实发人深省。如果说，是因为

她已退出了历史舞台，那又怎么解释人们对马雅文化的热

情呢?如果说，是因为她没有什么“洋亲戚”，那不是说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如果说，是因为她早期的实物

票证现已过于稀缺难觅，那不正是收藏家们所追求的吗?

如果说，是因为她没有得到官方的重视，那么试想一下，

世上哪一项收藏乃至文化不是首先生发于民间呢?

应当说，中国的粮票史是中国证券史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支。因为对于有价证券的

粮票而言，其本质就是一种指实了的货币。持票人只要在

票面载明的有效期和流通范围内，即可随时随地按其票面

额兑取足额的粮食，而无须受当时当地物价波动之干扰。

这一独有的刚性功能，足以使其跃升为一种纸质的硬通

货，而同期流通的任何纸币，在这一点上一般都难以与之

媲美。对于无价证券的粮票而言，其本质实为一种由政府

按计划限量发放的购粮凭证。换句话说，就是无形中给人

民币的使用附加了种种前提条件。凡是纳入政府计划供应

范围的物资，单凭人民币是买不到的，你只有拿着粮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