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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宁波粮食简志》的问世，是粮食工作者的一份精神财富，

凝聚着修志者的劳动结晶，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

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历史上最早介入市

场的商品之一。历史统治阶级和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和

流通，并以田赋、钱粮、俸米、军饷等各种形式，把粮食作为财

政分配的尺度和媒介。历史上方志均有记述，但比较分散，不甚

完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粮食生产，征购、储运、加

工、销售直至分配消费的系统专志记载。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宁波粮食简志》采用历史和现实相

结台，突出社会主义新中国粮食工作历程，并按照新专志的规

范、体椤|l、文风，记载了宁波地区粮食流通历史和现状，对于今

后研究探索粮食工作规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编修粮食志是一项复杂的综合工程，涉及面广，在各方支持

下，以及多年从事粮食工作者的帮助下，经编纂成为志书。本志

难免有不完全不准确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徐光宇

1992年8月

①



凡 例

一，本简志主要记述宁波市粮食流通的历史和现状专著，兼

及粮油生产，上限至事物发端，下限至1990年。采用志、述、记，

图、表，录等体，按类设章。

二、志中所称“建国前”，“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解放前"，“解放后黟，则以1949年5月25日中

国入民解放军解放宁波市区之日为界。

三，历史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建国前在括弧内注明旧纪

年。 ，

四、计量，建国前均为当时使用单位，建国后均已折换成公

制计量。

五、货币，建国前用当时币制及单位，建国后以人民币为换

算单位。1955年3月发行新人民币，新币I元等于旧币10000

元。

六、区域，均按现辖县，市，区范围，其中海曙、江东，江

北3个区称。老市区"。

七、粮油购销数据，按粮食年度统计，即当年4月1日至翌

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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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宁波简称甬，源于周朝，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设明州。明

。太祖洪武十四年为避国号口明’’字之讳，改称宇波，其地名延续

至今。宁波位于东海之滨，长江三角洲的东南角，全国海岸线中

段，浙江宁绍平原东部，即在东径120。557至120。167，北纬28。

517至300337之间。东有舟山群岛作为天然屏障，北濒杭州湾，

西接绍兴市的上虞，嵊县、新昌三县，南临三门湾，并与台州地

区的三门，天台两县接壤。全市海岸线长830公里，占全省海岸线

三分之一。另有大小岛屿300余个，海岛岸线长达600公里。甬

江，姚江、奉化江及其支流贯穿全境，水网密布。宁波属亚热带

季风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摄氏

16．2度。无霜期为236-'-'240天，‘年平均降水量1300"-'1400毫米，

有口四明八百里、物产甲东南"之称。深水良港北仑港开发后，

为宁波经济的振兴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宁波市为省辖市，市区所在地

设置浙江省第二专员公署，下辖7县。1952"-'1964年，与毗邻地

区的划入划出变动较大。1957年8月，宁波地区最多管辖18个县、

市。1964年8月，调正为现辖的县、市，稳定至今。1983年7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消宁波地区行政公署，实行市管县体制。

1984年，列为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1987年3月25日，国务院

批准宁波市计划单列。1990年末，全市辖有海曙、江东，江北、

北仑，镇海5个区和余姚、慈溪，奉化3个市，象山，宁海、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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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3个县，总面积9365平方公里，总入口510．76万。

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历史悠久，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

土的稻谷，近似现代，水稻栽培距今已有7r千年历史。自汉至

唐，慈溪和鄞县水稻生产具有一定水平。据历史记载，宁波常遇

台风侵袭、海水倒灌，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水稻主产地为鄞县、

余姚、奉化，市郊江北、镇海，北仑等地。建国以来，粮食生产

经历曲折的发展。1949年，全市粮食总产量69．5万吨。土地改革

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粮食产量连年上升。1952年，提

高到90万吨，至1958年增长到102万吨。1960--1962年连续三年

减产。1961年降至76万吨。60年代初，贯彻口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产量回升。1963年为99万吨。“文化大革

命糟期间，虽受动乱影响，但农民对粮食生产仍没有放松。因年

景丰歉，产量常有起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

了一系列适合农村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粮食产量提高较多。

1979年为196万吨。1984年达到213万吨，为历史最高产量。1985

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粮田面积减少，粮食产量也受影

响。1985-'--1990年，徘徊在185,",-,190万吨之间。

“民以食为天黟，历代有名的地方官和有识之士都重视粮食

生产和积储备荒。宋朝王安石在鄞县任职期间，兴修水利，发展

粮食生产。“贷谷予民、立息以偿”，以打击高利贷盘弱者。明

朝口广积粮黟，为抵御倭寇入侵，在军事要地建有军储仓。崇祯

末年，鄞县令林冲霄立义仓，在青黄不接之际，接济民食。清朝

乾隆年间，仓储粮食以存七粜三为准，额储之外各级政府例有捐

谷，储粮达6万石。民国时期，时逢荒歉岁月，地方官员联合宁

波商邦和士富，组织赈济平粜。建国以来，党和政府把粮食作为

重要战略物资，改善农田水利设施，科技兴粮，国家还以较多的

财政补贴，用于储粮备荒，保证军需民食，安定人民生活。宁波

人们从80年代始解决了温饱，并跨跃至小康，体现了社会主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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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优越性。

宁菠自宋以来，设有团赋和积谷机柯，田赋为国家财粮的主

要来源。积谷机构，官办设常平仓，亦有民办社仓，义仓辅佐，

官办粮仓主要用于官吏俸康和军需，用于平粜者，仅在荒歉岁

月，作临时性接济。常年民食，主要靠市场卖买。解放初，宁波

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筹粮委员会，以军管会副主任顾德欢兼主

任，并同时建立行政和贸易两套机构，自县至区，均有征稂组

织。1952年秋，行政和贸易机构合并，政企合一。1956年，油脂

公司并入粮食局，实行一条鞭管理。1964年10月，宁渡专署靛食

局并入专署财贸办公室。1973年，恢复宁波地区粮食局。1979

年，在改革开放中增设稂油贸易公司和饲料公司。1983年，地、

市粮食局合并。建国41年来，已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国家粮食机构

以及购、销、调、存和加工经营网络，配备了16000余人的干部、职

工，组成了一支粮食经营管理队伍。

民国时，宁波粮食不能自给，其重点为鄞县城乡(老市区)、

三北棉区、庵东盐透。鄞县年缺米最多对达130万石左右，约占常

年需米量50％。赖外地输入或进口补充。抗战时期，海运受阻，

粮源不能畅通。共产党、国民党，日伪三种政权对峙，均控制粮

食，民食维艰。抗战胜利后，内战继起，粮食业元气难以恢复，

加上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粮价暴涨，升斗贫民，食不果腹。建国

后，面对粮食紧缺，人民政府在统一全国财政时，从余粮地调集

粮食，懈决宇波老市区和缺粮地区的民食，支援舟山前线。1953

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产销纳入国家计划，全市粮食由缺变

余。1955年，农村实行定产、定购．．定销，把农户划分为余粮、

缺粮、自给三类。在城镇实行粮食定量供应，配额消费，控制销

售，以平衡余缺。1960"---1962年，粮食生产低落，购销量减少。

1963年起，产量回升，购置上升。1966年和1971年，分别实行

_一定三年’’和“一定五年"的稳定粮食政策。1979年，调减粮

3



食征购基数，提高购价和超购加价，还常年开放粮食集市贸易。

1982-一1984年，省对市，县采取粮食征购，销售、调拔包干的办

法。1985年，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粮食流通以‘‘双轨制"

运行。因人增地减，1986年始，宁波从余粮市变为缺粮市。1990

年，随着粮食产量增加，平价粮稳购压销，议购粮提价，粮食购

销持平，为粮食自给市。

国家对粮食的经营，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稳定市场物

价，安定入民生活为出发点，长期来实行财政补贴，1990年，国

家财政拨给粮食企业用于收购加价款、提价补贴、国家粮食专项

储备补贴计16938万元，平价粮油经营尚亏损9389万元。议价粮经

营亏损6567万元。

粮食储存，需要相应的仓房设施和储藏技术。历代粮仓规模

不大，储粮不多，采取新陈相易。建国初，国有粮仓多系民间祠

庙仓。经长期改建和新建，成为基建房式仓、拱型仓等各种新型

粮仓。随着粮食经营量增加，国家粮仓陆续扩大，经常往粮食储

存，为当年早、晚稻收购入库至翌年新稻上市，并保存一定数量

的储备粮，用以备战备荒。粮食保管，解放初，粮仓设施简陋，

储藏知识肤浅，多采取晒筛过风等土法保管。1953年起，逐渐过

渡到机械物理，化学药剂，综合防治的科学保粮，储藏技术不断

提高。在保粮中还开展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的“四无"

粮仓潘动。80年代，全市靠四无”粮仓达99％以上。1990年实有

仓容量78万吨，油脂容量1．6万吨。

宁波为浙东水陆交通枢纽，粮食进出和中转，均通过宁波

港。晚清和民国时期，粮食运输巳较繁忙。粮商运粮，都有运输

部门承运。解放初，为支前和保障民食，进行粮食大调运，还配

有武装押运。1953年起，粮油调拨权归中央，实行统一调拨。

1981年起，粮食中转频繁，吞吐量增大。粮油运输除委托专业运

输部门承运外，各县、市建有运粮车队和部分船队、从事短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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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饲料历来以糠麸为主，兼以糟渣、饮食下脚及菜、叶．．藤、

草等青饲料。1980年，推广配合饲料，逐渐替代传统糠麸饲科。

饲料生产成为新兴工业，各县、市普遍建立专业饲料厂生产各类

畜禽水产的配合饲料。供应方式分平价和议价两种，以议价为

主。

粮油加工，自古有之。长期来，生产方式落后，以家庭和作

坊生产为主，晚清和民国初始用机器。建国初期，粮油工业占有

重要地位。1953年，随着粮食统购统销的实施，粮油加工厂陆续

归属粮食部门统一管理。1950年，私营粮油加工厂实行全行业公

私合营。调整加工布局，同时创办粮食机械修配厂。1958年，发展粮

油食品。70年代，发展油脂浸出工艺，对米糠和米糠油广泛开展

综合利用。80年代，各县相继新建面粉厂(车间)。1990年，全

市稂油工业已具碾米、磨粉，榨油、粮油食品、粮油机械5业，

总产值2亿元。

粮油科技，自1953年始，逐渐在粮油储藏和加工中推广应

用，它对粮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起了较好作

用。

职工教育，建国初期，以短期性的业务技术培训为主。1981

年后列入议事日程，建立教育机构和教育基地。通过多层次的政

治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职工素质有了提高，为粮食工作培养了

一批人材，达到了矗办好教育促进粮食工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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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粮食概况

余姚市粮食概况

余姚地处浙东，距宁波市区40公里，字绍平原中心，全市总面

积1527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147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8平方公

里。在陆域面积中，山地丘陵8C5平方公里，平原433平方公里，

水域241平方公里，分刖占土地面积的54．4％、29．3％和16．3％。

1990年耕地面积63．76万亩，其中水田52．03万亩，分别比1949年

减少5。10万亩和6．69万亩。

民国时期，余姚为粮，棉、盐、山林综合经济区，历来缺

稂，不足之稂赖江西、硖石，绍兴，宁波等她输入。1952年，粮

食购销相抵，尚缺29000吨。1954年，调整区域，姚北棉区的逋

林、浒山、周朝、泅门等区48个乡、镇划归慈溪，慈溪的丈亭、

陆埠、城关、云山等区的41个乡，镇，镇海县的费市、洋墅2个

乡剜归余姚(1860年和1979年又两次调整区域)。从此由缺粮县

变为余粮县。1985年7月，余姚撤县设市，属县级市。全市辖9

个区，17个镇、52个乡，824个行政村。1990年总人口80．45万

人，其中农村人口69．13万人，以人定量人口1D．3 7r万人。余姚市

粮食局辖粮油贸易公司和饲料工业公司(下属3个饲料厂)，10

个粮管所，6个全民企业粮油加工厂，1个粮机厂和7个集体企

业工厂，以及粮食车队、粮校。年来有全民所有制单位干部、职

工2546人(含计划外用21二612人)，集体所有制单位职T385人。

建国以来，余姚粮食生产得到较快发展，粮食总产量由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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