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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明时事，文以传千古’’。

编志的目的，是为了把过去的经验、成就和失误具体地记录下来，僭为吟播程工作

中进行戒鉴与参考。因此，新编《获嘉县粮食志》，翔实地记述了我县粮食工作的历史

和现状。它既是历史总结，又是今后的倦鉴。建国三十五_举来；获县的粮食工作，在党

和人民政府以及系统上级的领导下，在姨食、油料的分配、交换、流通、储存和改善经

营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粮食志》反映和体现_：!；『营家豹粮油方针、政策，

是全心全意地为广大城乡人民真诚服务的精神实质。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获嘉全县兰十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已达到温饱有余的

水平，这是获嘉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巨大盛事。 。 ．
．

在编写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贝0。按照新观

点、新方法、新内容的要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汪唯物主义的方法与实事求是的态

度，对于资料的选用严格考证，去粗取精，慎加取舍，务求如实反映历史和现状f努力

傲到资料真实完整，记述实事求是，为今后粮食工作提供可靠的“信史"∽。

本志上溯自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下限一九八四年。但粮政历史悠久，档案记

载源远流长，而历史资料散失，已无从兑集。对近现代的资料i≥黔源一一是岛&存j旧档

(包括县档案局及县局现存档案)共翻阅各种卷宗507卷，二是走访知情人士的口碑材

料，计1 75份，三是先后五次招集老干部、退休老工人进行座谈回忆．并承猪粮食局、
地区粮食局、县档案局的大力帮助，辑录了大量资料，进行汇编，拟成初稿。经局党总

支委员会和局务会议共同审恢通过，报送县志编辑室复审。此港典势十七章；六十六节
约l 7万字，图文并茂，记事真实。不但记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粮政史实，而且还记述了建国

三十五年来粮食工作酌现状。通过新旧社会在粮食工作上的对比；使灭们受围深亥眼酶社会

主义教育，从而激发我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鼓舞我们沿着中

国共产党十二届代表大会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要振奋精神，团结一致，进一步做好粮

食工作，为实现祖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建设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本志编辑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份开始至一九八五年五月份结束羹历酵扣凶华i零六个
月。由于我们编写水乎有限，加上资料残缺不全，难免有不当和遗漏之处，敬请读者予

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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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粮食机构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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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后总支成自合影



体制改革后局长，科长，主任合§





体制改革前局长、经理股长各影



体制改革前基层单住自责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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