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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发行)

(江川县粮油志)编写领导小组

粗长：乐朝阳

副粗长：吴正坤

． 办公室主褊、负责：杨仕荣

编 写人员

杨仕荣，秦建忠

靳永森，李棋和

审稿：江川县志办、粮食局新老领导班子

粮食局各股、工会、司、厂、粮管所长

审定井序：乐朝阳 吴正坤

． 校 对：杨仕荣 李明川

印 届4：开远市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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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秦绍文．乐朝用、李世先
后排左起：李春志、吴正坤

江川县参加《粮油志》审稿人负合影

江川县粮食局新老领导班子合影



堕排左起；秦建忠，靳永森、李棋和
后排左起：杨仕荣，杨发生

江川《粮油志》审稿会影

江川县^粮油志v编写人员合影



江川县粮油加工厂驻地一角

大街粮管所油库房



江城粮管所驻地粮油销售门市部

龙街粮管所驻地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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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前卫粮管所发展奶牛
养殖业

九溪粮管所土圊仓库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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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居粮管所驻地仓库硒场一角

路居粮管所螺蛳铺粮店粮油销售门市一角



序言之一序青之一

．’，粮食是人类生活之本。常言道；“民以食为天”。粮食的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经

济的发展、市场的稳定I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提高和社会的安定。

江川盛产粮油，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编纂江川新粮油志，对了解江-JWl粮油生

产的历史、发展及其分配、交换、消费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书第一次翔实地记

述了江川粮油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客现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反馈性地说明了发

展粮油与发展经济的科学关系，为我们今后贯彻党的粮食政策，研究，制定粮食发展规

划，研究：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现实依据。

、|，i《江川县粮油志》+记述全面、资料翔实、文字浅简，熔资料性、史学性、阅读性于

一书，是了解江川粮油史貌，从事粮油生产的重要资料。该书的出版也是江川史志工作

中的一项成果，．值付印之际，谨以此序为贺。 ．

江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赵鸱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七日



序言 之‘二序 青 乙‘二

-一新编的《江川县粮油志》在中共江川县委、政府、和县志办的直接领导帮助下，得

到有关单位，和本粮食部门各级领导同志们的支持，现已编写完出版问世。它是在《粮

油志》编辑领导小组的重视支持下，编纂小组的共同努力，经过两年多的收集资料，精

心筛选，精益求精，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述而不作，叙丽不议，实事求是的原则

进行编写i又经过两次审稿，反复修改补充而成。它翔实的记述了江川县粮油工作的历

史和现状，是粮食部门的历史总结，对指导今后粮食工作，1有深远的意义。

《粮油志))的编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

析事物的发展规律性，‘事物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它记述了事物的_般性，突出的记

述了江川县的特点，·为发展优势，振兴江川县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和现状资料。

建国三十六年来，江川县的粮油工作，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根据江川县的特点实属烤．烟经济作物区，一历年粮食产销不够平衡，不足部份缺粮靠外地

州县和省外购入调济，才能保证军供民食的需要，而还为国家储备粮油库存。在保证城

乡人民粮油供应的前提下，改善经营管理，为扭亏增盈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粮食工作是国家的特殊商品。毛泽东同志对粮食问题曾有重要论述，他指出“农业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 “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

天要天下大乱’’。最近，陈云同志又指出： “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论述。

党和政府领导，建国以来，不仅重视抓粮食生产的发展，还抓了粮食的分配，交换，流

通j储备等工作。

((粮油志))充分的反映了史实，总结了历年工作经验教训，体现了党和国家的粮食

方针政策，深深扎根于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之心，做到了“仓里有粮，群众放心"的大好

局面。

《粮油志》分上下两篇，全书共十七章，六十三节，其中：上篇为建国前七章二十

一节，下篇为建国后十二章四十二节，(十四万字)。

上篇记述了粮政工作的起源，发展过程以及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粮政史实，下篇

记述了建国三十六年来的粮食(油料)状况。历代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特别是民国

时期，苛捐杂税重多，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使种田农民常饿肚，织布姑娘无衣裤，

不管人民群众死活，有的破产逃荒渡饥，给人民带来悲惨的灾难。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凡灾荒年公粮给予调减免征。处处关心人民的疾

苦，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两者就是一个鲜

明的对比，使全国人民受到深刻的教育，从而激发人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



义。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党的十二大指引方向前进，和党中央保持紧密的团结，上

下一条心，为“振兴中华’’和江川共同努力奋斗。

《粮油志》)的编写，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对事物的发展认识有一定的

局限性，同时有的资料因保存不全无法查阅，结构内容等各方面都有待今后续修时加以
充实纠正。

1

江川县《粮油志痧编辑领导小组组长乐朝阳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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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本志分上、下限，上限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为上

限，建国后为下限，(即一九四九至八六年)。

二、本志断限，上限起于一九一一年，根据查阅资料追述到明、清、洪武时，下限

至一九八六年止。

三、‘本志所用计量单位，按各个时期使用的单位记载折算。所用地名，上限均保持

原始资料的地名，下限一律以名录之标准地名为准。

四、历史年纪上限按历史习惯用法，在括弧内注明公元号，下限一律以公元纪年编

写。 ．

五、资料来源于云南省档案馆，省图书馆，‘省粮食厅，玉溪行署粮食局档案室，玉

溪市志办。江川县档案馆，图书馆，党、团委会，县志办，财政局，工交局，商业局，

统计局、劳动人事局、农牧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县总工会，林业局，县各支行，粮食

局股、司厂、粮管所、(粮点)、华宁、通海县粮食局志办，江川县属各区、镇、乡村

知情人士口碑回忆录等三十多个单位，查阅了档案359卷，。走访了知情人士84人次。

六、编写始终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秉笔直书，以事实为依据，不言过其

实，如实反映历史面貌。

七、在编写过程中，采用时类并举，既分类又叙时。注意到三层次分明，条理清

楚，志中有史，横中有纵，史志交叉的特点，做到资料真实，全面完整，图表并茂，每

写完一章节，编写人员共同反复核实，新旧对比。

八、《粮志))文风大部份用语体文，有部份文言文系摘录原文，为保持原来文字语

调风格，且较通俗易懂，故未译注，此书实属建国后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初创编。各种粮

油征购、DnX-、销售、储运库存数字，来源省粮厅、地、县粮食局会统科局股。

从一九八五年元月建立“粮油志"编写机构四人组成，在粮食局党总支委的领导重

视下，每一章节由正副局长亲自执笔修审并序，到一九八七年七月止完稿。因有的资料

保存不全，无法查阅，同时编写人员文化水平有限，难免有余漏和不适之处，不能满足

读者同志的愿望，敬请渎者给予批砰指导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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