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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县粮食局大搂落成剪彩

高明县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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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县根油贸易q-≈

高明县根油米面制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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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米面制品厂车间一角

粮油米面制品厂车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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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普修一代新方志，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已是我们急迫的任务；它又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项浩大工程。编修地方志主要为地方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历

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

《高明县粮食志》是编纂中的新《高明县志》的组成部分。它客观

地记述了本事业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兴衰起伏的足迹，使人们从中得到

借鉴、启迪与激奋。

本志编写组自成立以后，坚持众手成志的方针。得到粮食局所属各

股、室、所、站的通力合作与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因而在编修进程

中，克服了资料缺乏和无例可循的重重困难，在通过一番不懈的努力

后，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整理成志时，又得到高明县志总编室的直接指

导，经数易其稿后，终于成书面世。。这期间，修志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

动，可喜!可嘉!

企望《高明县粮食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产生应有的效果与

作用．

《高明县粮食志》编写组

198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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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修断限：上起民国初年，下迄1985年．

二，采用语体文记述，并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原则反映该事业

的历史与现状。 ，

三、结构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章为纬；一般分章，节、目三

层次，个别下行至小目。

四，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旧纪年，中文书写；民国时期的年月日

用阿拉伯字书写，两者均夹注公元纪年(同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

注)。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五、对一些专门称谓，除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外，其余一般用简称。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解放前(后)’’；高明县简

称“我县”、 。本县”等。

六、材料来源：主要为粮食局各股室、高明县统计局及广东省档案

馆等。

七、对有些文献资料散轶严重，无法查核者，则只记其大端，略其

末节。

八，使用计量单位：面积用平方米；重量用公斤(万公斤)，斤以

下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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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粮食统购统销⋯⋯⋯⋯⋯⋯⋯⋯⋯⋯⋯⋯⋯⋯⋯⋯⋯⋯(43)

一节粮食统购统销政策⋯⋯⋯⋯⋯⋯⋯⋯⋯⋯⋯⋯⋯⋯⋯(43)

二节粮食产、购、销情况⋯⋯⋯⋯⋯⋯⋯⋯⋯⋯⋯⋯⋯⋯(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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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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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购原则⋯⋯⋯⋯⋯⋯⋯⋯⋯⋯⋯⋯⋯⋯⋯⋯⋯⋯⋯⋯(62)

二、议销原则⋯⋯⋯⋯⋯⋯⋯⋯⋯⋯、⋯．．⋯⋯⋯⋯⋯⋯⋯⋯·(62)

第二节，我县开展粮油议购议销概况⋯⋯⋯⋯⋯0 0 0 0 0·0 0 01 o 6 o o o⋯(63)

附：高明县议购稻谷，花生统计表⋯⋯⋯⋯⋯⋯⋯，⋯⋯⋯⋯(64)

·，．粮油议销利润统计表⋯⋯⋯⋯⋯⋯⋯⋯⋯⋯⋯⋯⋯⋯⋯(65)

第八章粮食储运与保管⋯⋯⋯⋯⋯⋯⋯⋯⋯⋯⋯⋯⋯⋯⋯⋯⋯(66)

第一节粮食储存⋯⋯⋯⋯⋯⋯⋯⋯⋯⋯⋯⋯⋯⋯⋯⋯⋯⋯?··(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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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乡粮加厂⋯⋯⋯⋯⋯⋯_⋯⋯⋯．．．⋯⋯⋯⋯⋯⋯⋯⋯。(83)

1977一1985年6家区办粮加厂基本情况表⋯⋯⋯⋯⋯⋯(83)

财务管理⋯⋯⋯⋯⋯⋯⋯⋯⋯⋯0 o J o o o⋯⋯⋯⋯⋯．．．⋯⋯(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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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县位于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西翼，地处西江下游，是广东省有名的农业基地

和粮产区。本县隶属佛山市，全县总面积1，046平方公里，人口226，713人：高明县地理

环境优越，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农林牧副渔各业皆宜，素称鱼米之乡。全县耕地

371，321．54亩，占全县总面积的25．92％，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1．88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高明农民的粮食生产，虽因耕作制度落后。经营管理不

善，产量很低，但在正常年景下，全县粮食也能自给有余。
‘

‘

据民国29年(1940年)资料统计：高明县粮食年产量为572，000司马担(合3，432万公

斤)，消费量为385，584司马担(合2，313．5万公斤)，产消对比尚盈余1，118．5万公斤·

民国时期，高明县人I=i不足10万，粮食本应自给有余，但由于战乱和苛政，以及地主豪

绅的剥削和压迫，大多数贫苦农民长期处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苦难之中。

国民党政府对粮食管理采取了种种措施，力图将粮食控制在政府手里，建立了管理粮食

的层层机构，并推行节制粮食的措施，号召人民配食杂粮，同时加紧征收粮食。然而，国民

党政府所制定的粮食政策，不但不能维护民众的利益，而且往往是令出不行，或者朝令夕

改，甚至层层加码去搜括百姓。民国3 0年，省政府颁令田赋征收实物，规定每一元税额征

谷三市斗。到民国3 5年，高明县每元折征数，实际是征实三斗，征借一斗伍升，县级公粮

一斗五升，积谷五升．’合计六斗五升。 ：
’

‘

民国时期，尽管本县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但国民党政府只管征收，地主只管剥削，政府

对发展粮食生产全不过问，形成生产发展缓慢，产量低下，加之货币贬值，粮食供需失调，

粮价波动不已，盛产粮食的高明县也有粮荒之虞。 ：’

一声春雷响，拨云见青天。全国解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摆脱了二千多年的

封建统治。先是实行减租减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1952年胜利完成了

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3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全县农民依靠农业

合作化集体的经济力量，不断地同自然灾害作斗争，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积极改变耕作制

度，推广科学种田，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中实行

了以农户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又全面调高了粮油收购价格，充分调动了农民发展

粮食商品生产的积极性。我县粮食生产，从1949年亩产93．5公斤，，总产4，790万公斤，发展到

1985年亩产293．5公斤，总产1．15亿公斤，亩产增长2．13倍，总产增1．4倍。1983年粮食总产

量1．425亿公斤，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占有717．5公斤，全年向国家交售粮食0．735亿公斤

(未计农贸市场销售部分)，商品率达51．6％，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提供商品粮371．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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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粮食总产量1．15亿公斤，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占有632公斤，全年向国家交售粮食0．61

亿公斤(未计农贸市场销售部份)，商品率达53％，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提供商品粮336公

斤。食油从缺油县发展到1985年已经达到自给，不用调进。
。

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Ⅸ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

法》两个重要文件，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制度化。

我县粮食工作的开展，是围绕国家制定的矗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

存"的矗四统一"原则来进行业务工作的。

从1953年至i985年，我县共收购贸易粮(包括公粮)106，472万公斤，共销售贸易粮

21，237．5万公斤。 e

在粮食调拨上，执行上级下达的季度计划分月调出的原则，做到好粮外调，按时，按

苗、按点将粮食调出。从1951年至1985年的35年中我县纯调出贸易粮64，868．87万公斤。

在粮食库存上，仓库的建设，由少到多，改旧换新，从国家仓与民仓兼用发展到集中储

存。从建国初期的14座仓库，容量225万公斤，保管员20人发展到1985年已有仓库127座，容

量4，830万公斤，保化人员129人。

在粮食加工上，加工生产大米能力，从1950年年产250万公斤，发展到1985年年产5，900

万公斤，增长了22．6倍。 -。

开展粮食的多种经营活动，是近几年的事情。国家为了解决粮食流通问题，采取减少经

营环节，就地进行消化加工的办法；目的在国家计划经济指导下，活跃市场，平抑粮价，方

便人民生活。我县各公司和基层粮所，都做好前店后厂的粮油加工复制工作。各个基层粮管

所都开展了议购议销粮油业务，为疏通当地的粮油商品的流通渠道，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在粮食工作改革上做了很多工作。1979年开始在粮食征

购任务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作了较大幅度的调减。同时，f在总征购任务中，适当提高超购粮

的比例。我县在1981年调整了征，购、超任务的比例，减少了征购650万公斤(原粮)，增

大超购粮650万公斤(原粮)，使农民多出售粮食能多收回一定的价值补偿，增加经济收

益。 ：

1983年1月聋日，中国商业部发出((关于完成粮油统购任务后，实行多渠道经营若干问

题的试行规定》，改变了粮油泌购议销只能由粮食部门经营的原来规定，对粮油议购议销作

了重大改革。1985年1月，中央(85)1号文件下发，将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原征、购．

销基数不变)，这是粮食工作的一个大的改革。将过去的统购价，超购价改为比例收购价，

即倒三七价。这些粮食管理的改革，使广大农民得到休养生息，既缓和农村粮食紧张形势，

又促进了发展粮食生产，以及开展多种经营，增加经济效益。

总之j 36年来，我县的粮食流通，在粮油的购，销、加工、储运．财会等各项业务中，

由于加强了政治观点和生产观点，及时掌握了全县粮食产．销、余、缺等真实情况，有计划

地组织了平衡，安定了人民生活，活跃了国民经济。经过36年的发展过程，我县已在每个区

设置了粮管所。到1985年止，全县有粮管所10个、粮站5个，粮油供应门市部15个，干部职

工人数691人I其中粮食商业509人，粮食工业182人。一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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