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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关

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历史上?应城县粮食生产极不稳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粮食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使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逐渐得已解决。粮食5-

作历经自由购销、统购统销、合同定购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三个发展阶

r乏。应城县粮食部门紧密依靠党、政领导?着力抓好主要业务环节?大胆

探索，深化改革，在服务生产，服务生活，加速商品流通，振兴应城经济

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盛世修志，贯古通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经验?运

用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编纂新志书．效用甚大，意义更深。《应城县粮

食志》是在上级党政部门和主管单位的领导下编纂的。从1985年9月

开始?组织人员，广集资料?认真考证，辛勤撰辑，历时五载，四易其稿?

于今成书问世。本志秉笔直书?详尽记述了粮食生产、分配、流通、消费

的实践过程。这对了解历史，研究现状，认识未来，开拓粮食工作大有裨
Ⅱ
丘屯6

作为应城历史上的第一部粮食志，力求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科学性

和时代特点、地方特点、行业特点。编纂专业志书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由于面广量大?资料缺乏?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编纂之中难免有误，恳

请各方赐教。谨以数语，权作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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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县粮食惠v审定会。

卜孝感地区、应城市志办、孝感地区粮食志办领导和部分现任、历任局长审稿后

与^应城县粮食志v编纂人厨合影。



V1989年联合国官员在第二粮油厂考察。

油厂生产的一缱

部评为优质产品

国稻谷加工座谈会。

一一九八八年中商部在应城市召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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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市粮食局荣获中商部荧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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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应城市粮食局荣获省政府莲杯。

●应城市粮食局荣获省粮食局荧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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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市粮食局获全省“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称号。

▲应城市粮食局获“全国商业

抗灾救灾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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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_、本志谋篇布局按章、节、目横排纵叙，时限上溯清朝康

熙年间，下至1985年底。
、

二、本志纪年，1949年前的民国年号、帝王年号括注公元

纪年，其后皆使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

为“新中国前、新中国后"或“解放前、解放后’’。
。

三、本志文字，除数据用阿拉伯字、机械产品型号用英文标

记。、百分比用“％"表示外，均以汉字书写，引文数字原样不变。

四、本志计量单位，解放前粮食以石、斗、升计量，解放后以

公斤计量。表格中粮食以万公斤，油脂以百公斤为单位，粮油工

业统计以吨为单位，数据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各项数据来源

于档案资料，因“文化大革命’’期间资料遗缺，无法搜集，不尽完

备。有关数据以粮食年度计算。

五、本志图片分别附于有关章节之中，对解放后的先进人

物“生不立传"，力求以事叙人。



概 述

应城地处鄂中江汉平原，东邻云梦，东北界安陆，西北接京山，西交

天门，南连汉川，总面积1103．4平方公里。位于东经113。19'至113。

45’，北纬30。43’至31。08’，属副热带大陆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四季

分明。主产水稻、小麦、豆类、油菜、芝麻，是湖北省商品粮基地之一。

清朝时期，应城县粮政管理沿袭明制，县衙设有户房统管疆土、田

亩、户口、财谷之政令。田赋、漕粮由钱粮柜征收，县署设置册书处?民众

持该处发给的“易知由单”，赴柜完纳。

民国四年(1915年)，废除册书制度，由县推举绅士组织田赋公所。

民国六年(1917年)．改名田赋推收所。民国十八年(1929年)，田赋推收

所隶县财政局。民国三十年(1941年)八月，设田赋管理处；次年，国民

县政府增设粮政科。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粮政科并入田赋管理处，

简称“田粮处”，至1949年春终止。

清末和民国期间，由于水利失修，粮食生产受其制约。西北山地硗

瘠，稍旱则难耕种；东南湖泽低洼，又苦雨潦，因而丰年少歉岁多。县内

耕作情形与田地肥瘠各不相同。一般上等田每亩收麦两石(每石折合

54公斤，下同)、谷三石，中等田每亩收麦一石六斗、谷两名五斗，下等

田每亩收麦一石二斗、谷两石。粮食、油料作物分别以水稻√j、麦和油

菜、芝麻为大宗。水稻种植占粮食作物面积的70％以上，在风调雨J顷的

正常年景粮食有余，但由于大部分土地被地主占有，多数农户靠租佃耕

地，交纳赋税租课之后所剩无几。加上收获季节，粮价低廉，谷贱伤农；

遇青黄不接时，物价暴涨，米贵如金，贫苦百姓无钱买粮，只好以糠菜充

饥。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粮食工作，注意解

决人民的温饱问题。1941年3月，应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设粮食局，管理

征收田赋等事宜。1944年8月，以县河为界，将应城划分为应城、应西



两县?两县均设粮食局?各区配有财粮督促员。1 9 45年8月归还原建

制?10月，县设财粮科，各区设财粮股。1948年12月，中原局指示县、

区、乡设立粮库?各级粮库受同级政府领导，在上级政府的支付指令下

负责粮食支付和调剂。1949年6月，县人民民主政府财政科设粮秣股。

7月，中央公粮仓库应城支库城关兵站成立，各区相应设供应站，征集

粮草供给部队。中共应城县委、县政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执行

粮食政策，组织群众，保护生产，战胜经济封锁，合理征收田赋公粮，供

给军需，赈济灾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一系列方针、政策，促

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1949年粮食总产9319万公斤，油脂总产7935

百公斤；1953年粮食总产11912万公斤，油脂总产1241 0百公斤；1965

年粮食总产1 4957．5万公斤，油脂总产12454．5百公斤；1978年粮食

总产20459万公斤，澍脂总产13548．5百公斤。1985年粮、油产量分别

为31967万公斤和40205．5百公斤，为1949年的3．4倍和5．1倍，

1953年的2．7倍和3．2倍，1965年的2．1倍和3．2倍，1978年的1．6

倍和3倍。随着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粮食消费水平逐渐提高。1978年

以后，每年农村人平口粮(原粮)305公斤，市镇人口定量(米杂)人平

179．25公斤，分别比1966年至1976年期间增加55．5公斤和3．6公

斤。

为保障军需民食，国家逐步改革调整粮食机构。1950年8月设置

应城县粮食局，1 0月成立应城粮食支公司。1952年10月局、司合并，粮

油购销业务统一管理。粮油实行统购统销后，全县设立7个区(镇)粮

店，25个购销门市部，有干部、职工330人。生产力的变革与发展，使粮

食系统逐步充实壮大。1985年粮食局下辖23个二级单位、49个粮站、

6个销售门市部，拥有职工2129人，分别是1953年的6．45倍，1965年

的2。8倍和1978年的2．48倍。其中粮油商业1371人、粮油工业616

人、粮油运输业46人、粮食学校34人，局机关62人。

建国以来，应城县粮食部门紧密依靠党、政领导，着力抓好主要业

务环节，大胆探索，深化改革，搞活流通，服务生产，服务生活，取得了一
一3一



定的成就：

合理购销。粮油购销历经自由购销、统购统销、合同定购三个主要

发展阶段。粮食部门吸取建国初期“盲目购销”和“大跃进”运动中“大购

大销”的教训，收购中注意合理征购，力求不购过头粮；灵活掌握销售指

标，搞好计划供应。1953年征购粮食4755。5万公斤，占总产量的39．

9％。在具有可比性的1957年、1965年、1979年、1985年四年中，征购

比例未超过总产量的28％；征购数量分别为4263．5万公斤、3413．5万

公斤、5208．5万公斤、8921万公斤；所占总产比例分别为24．8％、22．

8％、21．8％、27．9％。1955年，执行国务院《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

法》，合理调整供应标准，按人分等，因人定量，全年供应口粮661万公

斤?人平年供应228公斤。1959年本着“坚持节约，不浪费，合理供应”

的原则?人均年供应粮食195．8公斤。1966年市镇人口年均供应粮食

154．31公斤，供应食油2．65公斤。1979年人均供应粮食158．15公斤，

供应食油3．39公斤，比1966年分别增长2．5％和27．9％。198 4年人均

供应粮食176．78公斤、供应食油8．67公斤，在1979年的基础上提高

11．8％和155．7％。

加强储运。1949年库容量只有135．54万公斤。1950年至1959年

建仓库32栋，容量2349．5万公斤；1960年至1969年增加库容971万

公斤；1970年至1979年增加库容2468．96万公斤；1980年至1985年

新建仓库77栋，容量4423．5万公斤。1985年全县仓储能力为10348。

5万公斤，分别是五十年代的4．4倍、六十年代的3．1倍、七十年代的

4．2倍。1983年和1984年国家商业部两次批准我县兴建王家井亿斤粮

库，储粮能力更加增强。1983年本县创建的露天储粮防鼠货台，在全国

产生较大影响，并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称赞。建国后，粮油运输条件

也逐步改善，由过去单一的水运发展到铁(路)运、汽(车)运、水运并举，

粮食部门承运能力不断扩大。1974年筹建粮食汽车队时，只有3台组

装的解放牌汽车，大部分粮油依赖社会车、船调运。粮食车队逐步发展，

至1985年拥有15辆汽车(1l辆东风车、4辆解放车)，共124．5个吨

位，能承受本系统85％左右的粮油调运任务。
——4——



发展加工。l 949年至l 985年36年来?本县粮油加工业通过兴建

厂房?更新设备?增添机械，改进工艺流程?采用先进技术?加工能力逐

渐增大?成为财I：3工业的主要支柱。1985年，粮油5-业总产值3203万

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14．3％，占财口工业产值的90．9％。本年加工

大米77067．5吨，加工食油2064．9吨，分别是1950年的96．7倍与39．

2倍、1965年的3．7倍与1．8倍、1979年的2．4倍与1．6倍；加工面粉

8075．3吨，是1959年的17倍，比加工量较大的1963年的7226吨增加

11．8％，较1979年增加2．7倍；加工饲料25303吨，是1965年的18．3

倍和1979年的3．3倍。同时，粮油机械的制造发展也较快，粮机厂自

1979年由修配转入制造后，瞄准市场需求，生产的美固牌压面机系列

产品，行销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被湖北省列为面条机定点制造的

专业厂家。

扎实支农。端正业务指导思想，立足本职，发挥优势，服务商品生

产，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是本县粮食部门的优良传统。1953年以

来，坚持在春耕生产前做好预购定金的发放工作，帮助农民解决缺乏资

金的实际困难。在农村实行责任制后，采取重点扶持，赦助贫困户解决

具体问题。1985年发放预购定金231．5万元，分别是1957年的5．2

倍、1965年的2．4倍、1979年的1．7倍、1981年的1．2倍。在农民缺少

种子时，主动配合农业部门为其排忧解难，1955年至1976年累计提供

良种2118．5万公斤。1955年至1984年，对集体养殖场、畜牧场和缺乏

饲料的困难户供应饲料粮416万公斤。1984年，对农村各种养殖专业

户优惠供应饲料300万公斤，承担优惠款额9万余元。为支持粮食专业

户发展生产，粮食局建立了与专业户定点联系的责任制。1984年全县

提供商品粮l万公斤以上的专业户发展到461户，商品率达到76．

5％；1985年贡献1．5万公斤商品粮的专业户稳定到191户。

搞活企业。改革出生机，企业增活力。粮食部门在结束“文化大革

命”后，拨乱反正，企业在1979年建立岗位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

到工业、运输业实行利润包干，商业实行定额补贴的经济责任制。“包’’

字进厂下所，企业转轨变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商业由管理型变为管
～S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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