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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为县粮食局下属企业分布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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楗为县粮油志

清溪粮油套品站

孝姑粮油食品站

披套局办公杜

罗城粮油食品站

定文攘油备品站鼻雩粮所



2000年7月，乐山市副市长范全螋(左二)等市．县领导在舞雩乡辁查优质稻。订单农生。发丧情况

1999年12月．在成都平办的“四川省粮套盎统优质耱

采曼粮油糟品展示交暑套”上，省粮套局长车苴良(左一)
祝枣冀为鼻籁套局展台。

1998年11月，省对办副主仕秦川(左三)，省粮

套局副局长白文蟛(左五)等省．市．鼻领导在罗域

艋站捡查粮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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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盛世修志乃我

国优良传统。为后人留下科学的信史，对了解过去、把握现在、以察未来是有

益的。对探索粮食经济规律、深化企业改革、完善粮食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

业经济效益，使企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o

《犍为县粮油志》(1985一_2000)是衔接《犍为县粮油志》的第一本志书。编

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南，以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忠于史实，不虚美、不掩过，秉笔直书o

本志翔实地记载了1985年国家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1993年放

开粮价与经营，实行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统销制度被取消，粮票退出

历史舞台，1995年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后又推行“两线运行”的粮改方

针，1996年又提出“四分开一完善”的改革思路，1998年又实施粮改“三项政

策、一项改革”，形成了目前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化、多渠道、开

放式的粮食市场经营格局等情况。

本志如实地反映了犍为县粮食工作在贯彻执行国家粮油方针、政策中的

经验、教训。经验不会成为负担而固步自封；教训不会重演，正所谓“吃一堑、

长一智”。《犍为县粮油志》(1985_2000)现在付印了，这是犍为县粮食部门的

一件大事。望此书成为本县粮食工作者的良师益友，特作序。

罗显成

2002年12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书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

为准绳。对奇异资料，认真考证，去伪存真；对历史问题，力求客观，秉笔直书。

二、本书设志、记、传、录、图、表、照，以志为主。志中分列机构、党群组织、

粮油收购、粮油供销、粮油储运、多种经营、管理、精神文明建设和人物共九章，

后为附录。

三、本书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所用术语，另附注释。简化字以国家公布

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时间以公元纪年。计量用法定计量单位、习惯计量．遵

重历史。

四、本书所用各项统计数字，均在表末注明资料来源。凡未注明来源的，

均系业务部门提供的数据。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述外，一般用阿拉伯数

字。

五、本书上自1985年起，下迄2000年为限。为使史料前后连贯，部份资料

有突破或延伸。

六、大事记，以年为序。跨年事件，连续记述，以求完整。

七、入志人物经县粮食局党、政领导集体研究而定。立传人物以卒年为

序，事迹简介人物以任职时间为序。

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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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实行粮食合同定购与供应平价化肥、柴油、发放预购定金的“三挂钩”政

策。1988年调减定购任务，扩大议转平，以实现平价粮食的购销平衡。1989

年，国家将粮食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强调粮食定购既是国家任务，又是农

民应尽的义务，必须保证完成。本县还规定按农民交售定购粮稻谷的7％的

比例无偿返还统糠。1992年10月，省委、省政府决定，从11月1日起，全省粮

食购销价格和经营全部放开。1993年4月1日起，国家将“三挂钩”中的化肥、

柴油实物奖售，改按化肥、柴油的平议差价对定购粮实行价外加价收购，采取

“保量放价”政策。当年，全县农税征实采取由农户交粮结算后，再持现金到财

政所缴纳农税款的办法，农户售粮积极性受到影响，大春陷入“收粮难”困境，

全县定购粮实际入库5140吨(含农税2394吨)，占任务的19．5％；油菜籽收购

400余吨，占任务29．4％，严重影响了国家库存。1994年，市场粮价暴涨，粮食

收购困难，全县定购粮仅入库16505吨，占任务66．2％，粮食库存锐减。1995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战略决策；省政府随即实行省

长负责制下的地(市、州)、县长负责制，后来又延伸到乡(镇)政府。当年3月，

县长毛文全代表县政府与全县30个乡(镇)政府签订了《犍为县1995年粮食

定购任务目标责任书》，明确规定凡未完成粮食定购任务的，酌情扣减乡(镇)

目标奖，尾欠数的差额用财政超收分成抵扣。同时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

价格。1996年国家又再次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有力地刺激了粮食生产，到

1997年国家粮食收购量猛增，仓容紧张，超高超量储存现象十分严重，粮食调

销困难。1998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制

定了“粮改”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措施；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粮食购销违法

行为处罚办法》。1999年5月，市政府与县(市、区)政府签订了粮食工作目标

责任书。同年12月，四川省政府发布《四川省粮食购销管理办法》。从此，粮

食工作步入法制轨道，并列入各级政府的目标管理范围。2000年，国务院办公

厅9号文件要求，对退出保护价范围的部分粮食品种，要拓宽收购渠道，鼓励

用粮企业和粮食经营企业直接收购、经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可按“购得进、销

得出”的原则进行收购。

粮食购销价格倒挂，粮食企业政策性亏损严重o 1985年合同定购的大米，

由原50公斤统购价16．50元提高到24．50元，统销保持原统销价13．80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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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购销倒挂lO．70元。1989年定购价调到32．50元，销价未调整，购销倒挂

18．70元。直到1991年统销价提高到25．00元时，购销价格倒挂才降至7．50

元，至1992年未变。1992年4月1日，国家规定按购销同价调整粮油价格，大

米定购价每50公斤37．00元，销售价为38．00元。1995年8月省政府决定大

幅调整定购粮收购价格；1996年3月省政府再次上调40％定购粮收购价格：

每50公斤中等小麦68．00元，中籼稻、玉米72．00元。定购粮销价也多次上

调。由于大幅提高定购价，刺激了粮食生产，农民种粮积极性极大提高，逐步

出现粮食供大于求，市场粮价不断下跌，粮食购销价格再次出现倒挂。市镇居

民口粮计划供应逐步被市场调节所取代。1996年7月，省、市确定犍为县定购

粮销价为：每公斤标二米2．60元；标一米2．72元；特米2．86元；标粉2．28元；

标二粉2．50元，标一粉2．76元，高出市价两角多，形成粮食销售困难o

1993年，全国第三产业普查表明，粮食企业是典型的政策性亏损企业。全

县1992年比1991年亏损增加335．4万元，仅粮油贷款利息就达352万元o

1996年8月，乐山市财政局、审计局等七单位联合发文通知，认定犍为县1992

年末粮食企业财务挂帐专项资金余额为2931．6万元(其中：政策性财务挂帐

2583．70万元，企业自补财务挂帐本息229．50万元，其他财务挂帐118．40万

元)。1998年，乐山市粮食财务挂帐审计确认：犍为县1992年4月至1998年5

月新增财务挂帐占用农发行贷款369r7．88万元(政策性补贴应补未补2033．09

万元，老挂帐利息785．60万元，经营性亏损879．19万元)。国务院规定从1998

年7月1日起，对过去政策性亏损挂帐全部停息。

粮食部门过去政策性亏损掩盖经营成果，全县粮食职工实际为国家创造

的利税并不低于其他国营商业部门。

粮食销售。1985年，粮食销售政策是“平价管死、议价搞活”o要求计划内

供应要保证，不合理的要压缩。实行人、粮、户“三对口”和人口、定量、工种“三

核实”，执行一人一份口粮，干什么工种，吃什么定量。严格控制“农转非”人

口。凡不符合中央规定的不供应平价粮油。继续开展供应粮和补助粮包干的

整顿。县粮食局对基层的销售实行预决算制度，分项下达控制指标o 1988年，

本省实行粮食购、销、调包干政策。对超包、减购、增销而增加的开支，由当地

财政负担，对城镇居民继续凭证、凭票、定点、限量供应当月口粮，并向群众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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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定量口粮不变，价格不变，粮票有效不作废。同时取消会议、出差、夜餐补

助粮供应。1989年，坚持“四管、四放”原则，本县实行“票证合一”，“外证内卡、

填证减卡、对证发粮”制度，从当年4月1日起改凭票、凭卡购粮为凭证购粮o

1990年。“农转非”收归市管理，县只凭“农转非”手续供粮o 1992年，粮食销价

提高52％，对城镇机关事业单位每人每月补贴5元，取消工种粮，改按议价供

应，供应农村的粮食实行购销同价，对包干口粮单位历年节余粮指标停止使

用，实行“平退议进”政策。工种粮供应从此结束。10月22日，省委、省政府决

定全省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o 1993年，全国粮食销售价格放开，市场粮价

暴涨，波及整个市场物价上涨。粮食部门遵照国务院指示，仍承担安排市场，

完成定购粮任务，解决救灾粮，负责军供、储备和宏观调控职能，起主渠道作

用。为平抑物价，按照省、市、县政府部署，全县粮食部门采取挂牌限价销售粮

食，使市场粮价得以回落。当年，全国停止使用粮票o 1994年，全国粮价上涨

50．4％，其中：大米上涨61．7％，面粉上涨39．9％o粮价暴涨，群众抢购之风再

起，肉、禽、蛋、菜等一系列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相继攀升。国家粮食储备局

拿出50亿斤粮食用于平抑粮价。本县先后四次限价销售粮油。省、市粮食局

七次安排从眉山、青神、峨眉、井研、南充等地调人中央和省专储粮食2152吨，

缓解供求矛盾。从10月20日起，本县对城镇居民口粮实行凭证、定价、定量

供应o，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市场粮价不断上涨的势头o 1996年，国家规定定购

粮供应范围为城镇居民口粮，军供粮，大、中专学生口粮，两劳及在押人员、农

村救助人口口粮，水厍移民一糨并继续对城镇居民实行补贴。随着粮食购
销价的大幅提高，国有粮食企业顺价销售受到市场粮价持续低迷的影响，生意

萧条，城镇居民口粮供应被市场所取代。2000年，省公安厅户籍部宣布，从当

年起凡在县级及县以下城镇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转

为城镇户口。从此，“农转非”已成历史o ．

储粮保管仍贯彻“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按照“一符、三专、四落实”

的要求，认真执行各项粮油保管制度，及时处理虫危粮和不安全粮。专储粮集

中五里坪省粮食储备库，专人管理。全县仓储粮油一直保持省“四无粮仓县”

称号。 ．

，

县粮食局设中心化验室，有专人负责。各站有专(兼)职化验员，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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