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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官渡区粮食机构网点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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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改建

基建准温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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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砖圃仓建于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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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官渡区粮油

志》在官渡区志编纂委员会和昆明市粮食局史志办的帮助指导及

我局修志同志的辛勤劳动，《志书》终于问世了。我在区粮食系统

整整工作了26年，深感由衷的高兴。

官渡区粮食局j从1950年建立机构至今已40年，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的过程。

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昆明市粮食局直接帮助、指导下，全系

统广大职工，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各个时期制定的粮油购销政策，在

组织粮食、油脂(料)购、销、调、存、加工的各个环节中，做了大量的

工作。四十年来，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的粮油征购和粮食供应等任

务，为保证城乡人民生活，为支援农业生产，为稳定市场物价、稳定

社会，为全区的经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食工作进行了改革，粮食由统

购统销改为国家合同定购，扩大议购议销。由管理型向经营型转

变，给我们从事粮食工作的同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

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业务水平，．进一步深化改革，提

高经济效益。以适应新形势对粮食工作的要求。
。

《志书》大量收集历史资料，进行研究整理，横排门类，丛述事

实，全面、翔实地记述了粮食局的发展与壮大，失误和挫折的经历，

是一部可供今人参考、后人借鉴的史料。将有助于教育干部职工继

承和发扬粮食局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振兴官渡区经济作出贡献。

官渡区榱食局党总支书记、局长：陈永明

．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



序 IZl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宝中之宝，是人民赖以

生存、发展最基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须品。农业是基础、．粮食是

基础的基础，它是保证经济建设，稳定市场、安定社会的特殊商

品，又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做好粮食工作，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人

民政府，十分重视粮食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有

效措施，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得到更大的发展，我

国在占世界七分之一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温

饱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

官渡区粮食局，在区委、区政府和市粮食局的领导下，全系

统的干部、职工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的各项方

针、政策，在组织粮油购、销、调、存i加工等环节，做了大量

工作，而且逐步有所发展、创新。四十多年来圆满地完成上级下

达的各项任务，保障了军需、民食和各行业所需的粮油供应，对

稳定市场、稳定社会作出了贡献。
。

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

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

擘盛世修志”，为补史之缺，编纂一部记述官渡区粮油生产、储

存、消费活动的部门专志，意义重大，很有必要。《官渡区粮油

志》经过』年多的时间，收集、整理资料，多方征求意见，反复

修改数易其稿，现已统合成篇。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各种历史原因。



资料仍感不全，以致部分章节尚欠详尽。但它根据志书的要求，详

今略古，直书了官渡区粮食生产及粮油工作的演变发展过程和现

状，反映了粮食工作的全貌，真实体现了战斗在粮食战线的几代

干部职工顽强奋斗的发展历史。读者可以从各种事物的演变中探

讨出它的规律，可供令人参考，后人借鉴。

《官渡区粮油志》力争有益于当代’，无愧于后人。其目的在于

让全体粮食职工了解过去，珍惜现在，认识将来，受到感奋，得

到鼓舞，获得力量，研究粮食经济历史的借鉴，为探索改革、建

设社会主义粮食新体制服务。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粮食工作已逐步由计划经

济“统购统销制”改为合同定购“国家定购制”。计划经济与市场

调节相结、合，多渠道经营与多种经济成分的粮油贸易，逐步由管

理型向经营型转变，这就给我I?I／,K事粮食工作的同志提出了新的

课题。因此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改

革、开放这条“富民兴滇”之道。不断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

强两个文明建设，更新观念，转变经营机制，依靠科技进步，不

断提高职工素’质和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学会参与市场竞争，树

立竞争、营、销和效益三大观念，发挥好国营粮食企业的主渠道

作用、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为发展粮食事业作出新

的贡献。
一

官渡区粮食局党总支副书记

副局长

一无九二年三月十六El

张 龙

李’谦



凡例 ．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进行编写、在

编纂过程中，始终贯彻“求实存真”的指导思想，做到真实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相结合：

二、本志断限，上限不定，下限到1990年止。

三、本志书在表述上，采用记、叙、志、图、表、录以志为

主体，篇目按类设章，以章定节，分条目围绕至点记述。目录索

引编至目。无孤章、孤节。

四、清代以前历史纪年和中华民国纪年用中国小写数字，并

在括弧内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按公历用阿拉伯数

字编写。

五、所用地地名，建国前以本地习惯为称，并注出现名；建

国后，一律以《官渡区地名志》标准地名为准。

六、本志所用度量、衡单位，民国时期以当时的单位记载。建

国后粮油以千克计算，人民币以元为单位，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

字记叙。

七、本志书资料来源于省、市、区档案馆和本局形成的档案

粮食工作法规、文件汇编。口碑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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