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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秽哥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商

品之一，它与经济建设及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粮食工作始终在国

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沈阳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粮食的主要集散

地。在1840至1985的一百四十五年间，沈阳的粮食工作经历了一

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在一些重要的史籍中都留下了有

关沈阳的粮食生产、管理、分配、交换、消费等珍贵资料。1948

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以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尤其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促进了全市粮食工作的新发展。

编纂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

中国盛世英姿的一种展示。1983年3月16日，中共沈阳市委、沈

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编纂地方志的指示，要求各部门组织力

量向《沈阳市志》供稿并编纂好各自的专业志书，以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编纂、出

版《沈阳市粮食志》势在必行。

《沈阳市粮食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4年9月，全部完稿

于1989年5月，历时四年零八个月。该志书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

原理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新

志，书的体例、文风、规范，体现时代、行业、地区和城市的特点，

以供应为主轴，全面地记述了清末以来沈阳粮食收购、销售、调



运、储存、加212的演变，并突出记述了解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粮食工作由管理型向经营型转化的新发

展。

《沈阳市粮食志》在编纂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沈阳市地

方志编纂办公室的及时指导，张德贤同志热情协助我们审、改稿件；

国家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图书馆，沈阳市档案馆、图书

馆以及大连市旅顺博物馆等单位均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先后提供

了一千多万字的历史资料，对此深表谢意!

《沈阳市粮食志》的编纂、出版，在我市的历史上属于首次，

所以只能是一种探索性的尝试。虽然参加编纂的全体人员作出了

巨大努力，但由于过去对沈阳的粮食工作缺少系统的历史专题记

述，致使资料少而零散，加之编辑人员经验不足，业务、写作水

平所限，志书中遗漏及差错在所难免，诚请各位领导、专家及广

大读者指教。



市粮食食品局办公楼外景。

高曙晖f中)、常琳(左)、李泉荣(右)合影。



陆安礼f中)、李福涛r左二j，初立生(右二)

陈嘉善(右一)、刘春兴f左一)．合影．

交售爱国粮，表达爱国心。



新城子区道义乡种粮大户结队到粮库交售粮食

潮

市第一粮库迎来了农民驾驶的交售粮车。



改造IEl网点，

店容店貌得到

初步改变。

粮店周到

服务，顾客面

露笑容。

维德街第

三粮店的前店

后厂越办越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义务送粮

到家，服务上

门，是令闻街

第一粮店的老

传统。

群众争相

购买熟食品。

小型议价

粮油销售网点，

遍及全市各区

和县、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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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储

粮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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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粉

厂的制粉车

间。

市第四粮库

的旧制油车间。

拆除前的

市第一粮谷加

工厂的制米车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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