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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3JiI县地处Jil西北龙门山脉大山区j有农耕地2 6．6万亩，

占总面积的7．4％。农耕地中， 海拔在1 O 5 O米以上的耕地占

5 1．2％。 坡度在2 O一一4 O度的耕地占5 7．3％。 旱地占

9 8．9％， 水田占1．1％。 全县境内，山高谷深，沟河纵横，

土壤瘠薄，灾害频繁。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由于生产资料是私

彳i制，社会制度是人剥削人的制度，生产关系始终阻碍着生产力的

发展，粮食生产靠的是古老而落后的耕作方法甚至刀耕火种，因而

粮食生产水平每人年均不足五百斤，平均亩产仅百斤。历来全县粮

食总的概况是：丰年免强自给，灾年入不敷出。灾害之年，民用食

粮靠外地输入。

北川县虽然地瘠民贫，是有名的四川四大穷县之一，但历代封

建王朝对田赋粮税连年照征，越征越重。民国二年田赋正粮外设附

加税，每两加收一千六百文，民国三年又加收l 0 olo征解费。从民

国八年起军阀混战形成防区制，驻防军队为了扩军打仗，大肆掠夺

人民，养军肥己。一是以田赋为主，增设名目繁多的附加税，如团

防、教育、建设．地亩捐、保安捐，感情捐等多达十余种；二是扩充军

饷，先用田赋借垫，后因累计额增大，干脆改为预征，仅民国二十

二年一年内就预征田赋三次。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上半年，北

Jll县“灾害频仍，情极惨重"， “财政破产，市面萧条，人民El给

不暇"，国民政府表面上免征：{LJiI县田赋三年“以苏民困，而解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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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但到民国二十七年下半年起征后，又以附加国难费、保安费

等加倍征收，仅民国二十七年下半年即征收l 8 O 7元，二十八年

征收达3 5 8 O元， 超过正常年征收数9 l 7元的O·9 7倍和

2·9倍，民国三十年起田赋改征实物，国民政府为了控制粮食，

赋额逐渐升级，除征粮外，还用强制手段以官价随征收派购粮食，

并且购粮不付钱，只发粮食库券，后改购粮为借粮，到民国三十四

年全年实征借粮食多达3 l 7 5石， 比民国三十年开始征实多收

l 9 2 3石。还以“戡乱、抗日、建国"等名目，大搞捐募积谷，

捐献军粮，加征公教人员食米等手段加紧搜刮。这些高赋役，连同

高地租的沉重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 加之交通不便， 盗匪横

行，农村经济萧条，私商囤积居奇， 物价飞涨， 粮食供需严重失

调。北川县农民生产的粮食， 除交租交粮外， 为了维持起码的生

活，还要用一至三斗玉米换回一斤盐巴，一石多玉米换一匹一尺二

宽，四丈八尺长的土布，口粮也得贱卖贵买，长期过着食不果腹衣

不蔽体的日子。另一面，国民政府要养活大批军队和工教人员，加

上各级财政、粮政人员营私舞弊，贪污侵蚀的结果，财政经济收不

抵支。民国三十五年北川县长彭锡嘏给四川省政府呈文称： “查本

县贫瘠异常，历为补助县份，本身收入之粮仅敷三个月之用，其余

悉赖省府补助，日前此地生活高于省垣，工教人员剃头洗浆亦无所

出，此种苦衷， 非笔墨所能形容”。 四川省主席张群签发指令：

“北川县级公粮品迭尚差4 1 6 9石， 转饬省储运局改就邻县运

救"。可见当n,州LJiI县巳处于内外交困，民穷财尽的地步，从根本

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加快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1 9 4 9年1 2月，jl：JiI县获得解放，迎来了新的人民政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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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把粮食问题当成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经过减

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 互助合作运动， 解放了农村生产

力，广大农民努力发展生产，粮食产量稳步上升。在六十年代初虽

然由于执行高征购、浮夸风和单纯以粮为纲、毁林种粮，造成水土

流失，灾害加重等失误，使粮食生产出现过徘徊。但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不断落实，农民生产积极

性空前高涨，粮油连年增产。1 9 7 8年粮食总产即突破了一亿斤

大关。1 9 8 3年粮食总产达1 2 5 4 4万斤，比1 9 4 9年总产

增加2．5 3倍，人均生产量达9 I 9斤，比l 9 4 9年增加53．2％。

中共北川县委、县人民政府不仅十分重视粮食生产的发展，还认真

按照中央、省规定的粮油方针政策，狠抓了粮食的分配、交换、流

通、储备。1 9 5 0年起加强了粮食管理机构的设置，及时征收公

粮，保证军需民用。l 9 5 3年起执行了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即统购统销)政策，按照这些政策，通过实行“三定”、 “一定

三年”等办法，准确划分余缺，合理核定征购任务，稳定负担，不

购过头粮。 在城镇逐步实行以人定量、一人一份口粮、 干什么工

种、吃什么定量。对市场行业用粮、饲料及其他工业、事业用粮，

按政策给予了保证供应。 在执行中， 粮食部门始终贯彻“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严格执行收购、销售、调拨、库存、 “四

统一"原则，既保证了军需民食和各方面对粮食的需要，又通过服

务生产， 稳定负担， 调动和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

时， 北川县粮食部门， 在组织粮食分配、交换，消费的流通过程

中，还根据【lj区粮食生产条件差，林经资源丰富的特点，给各级党

委和政府当好参谋，本着瞻前顾后．服务生产、发展生产、厉行节

3



约的原则，做了以下有利生产，保障供给的工作：第一，北川山区

只产玉米杂粮，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单靠

国家按计划调入大米，不能满足市场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粗细粮矛盾

十分突出，粮食部门一开始就注意参与市场收购，除国家收购外，

多收杂粮和平坝大米产区换回大米。以后又通过系统内横向联系，

组织用大米兑换计划外杂粮，如洋芋种子，油麦子、天穗子、大豆

种子和出口芸豆、杂豆调出，既满足粮产区不能生产的种子需要，

又换回北川人民和市场需要的大米、糯米、花生、芝麻等品种。第

二，七十年代末，北川县委总结了山区单一抓粮的教训，决定发挥

山区优势，按“以林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方

针，发展林业和多种经营生产。鉴于林经生产周期长，投产慢，要

扶持发展，必须适当投入，从l 9 8 O年起和有关部门通力合作，

按照“少减购、多挂勾，，的原则，合理使用省、地安排的山区减购

补助粮，有目标地指导发展林业与多经生产，收到了发展和巩固全

县林经基地2 7万多亩的效果。第三，北川县从1 9 6 3年纠正了

高征购后，农村粮食征购负担一直稳定在占总产l O％左右，但因

居住分散， 交通不便， 整晒运送粮食一直是耗费农村劳动力的负

担。多年来， 粮食部门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前提下， 灵活经

营，采取以销定购，就地入库，公路沿线增设收购点，收调结合，‘

奖售、补助粮直接抵交征购，交差价抵征购等办法，减少农民整晒

运送用工和实行按比例价分户结算，把工作留给自己，把方便带给

农民，减少农民用于粮食购销的劳动力，支援生产。第四，从备战

备荒出发，逐步兴建永久性仓库、油罐，储备粮油，由土法保管逐

步进到科学保粮，获得“四无粮仓县"称号。同时还为农村免费代

4



管储备粮，以丰补欠。 。

：llcJII县解放三十六年粮食工作的实践说明，党中央制定的各项

粮油方针政策都得到贯彻，具体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经

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考验。由于依靠政

策，依靠人民，全体粮食职工付出了心血，它始终在“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轨道上胜利前进。广大城乡人民的吃饭问题和国家建

设方面的粮食需要得到解决，促进了社会安定，这和国民政府统治

三十八年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造成民穷财尽的情景，就是一个

鲜明而生动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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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 解放前田赋粮食管理机构

粮食管理机构自古就有设置，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l 9 O 4

年)北川县衙内设经征局，办理田赋征收事务。

民国元年(1 9 l 2年)，废除经征局，设立北川县征收课，

隶属于四川省经收总局。

民国二年(1 9 l 3年)六月，省财政厅通令各县，将征收课

改组为征收局，北川县征收课则更名为北川县征收局，隶属于四JIl

省财政厅。征收正付两税，并代征地方税款。

民国八年(1 9 1 9年)，四川形成军阀割据局面，田赋粮税

由防区驻军征收，军令歧出，各自为政，至民国二十四年止，是四

川财政紊乱时期，县府征收局，名存实亡。

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川政统一，新省府将全省l 4 9

个县分为四等，通令三等以上县设征收局，三等以下县在县府内设

第二科， 北川县为四等县， 民国二十五年改原征收局为县府第二

科，办理田赋征收。民国二十八年省府将全省各县分为九等，规定

四等以上县设征收局，五等县在县府内设征收处，六等以下的县在

县府设第二科，北川为八等县，田赋征收仍由第二科办理。

民国二十九年(1 9 4 O年)，北川县政府奉命成立北川县粮

食管理委员会，内设三股，分别掌管粮食调查登记，粮食调节和公

仓积谷。

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田赋改征实物，九月一日奉令将

县府第二科改组，成立：ll二JII县田赋管理处，专管田赋征实，征购、

6



催征、积谷派募。由县长兼任处长，直属省田赋管理处，隶属行政

院财政部。九月三十13奉令撤销=ItJll县粮食管理委员会，成立：ll：J JI

县政府粮政科，负责办理粮政、收储及仓库管理。

民国三十二年(1 9 4 3年)，奉令将北川县田赋管理处改名

为北川县田赋粮食管理处，改隶属行政院粮食部。原县政府粮政科

并入田粮处，职能不变。

民国三十四年(1 9 4 5年)，=ItJlI县由于年征粮不足一万市

石，奉令撤处设科，九月撤销北川县田赋粮食管理处，改由县府成

立田粮科，隶属县政府，办理田赋粮食全部业务，直至解放．

北川县解放前田赋管理机构演变
情况及历任主管人一览表

征 收 课 !民国元年：民国2年 课长

赵宗彬
民国3年征 收 局 ，，II'2年 II'，，25年 兼局长 民国元年10月肖锡蕃

北川旦政府第二科 ，，，，25正 ，，扩29年 兼科长黄代国 ∥∥25年2月 ，，27年7月

北川县粮食管理委员会 ∥／I 29钷 ，，，，30链 兼主任 刘士笃 ∥一27年7月 伊∥30年1月

”·'30，年
北川县田赋管理处 ∥，，30年 ，，∥34年 兼处长 张新治 ，，33年8月

1月1日

北川县政府粮政科 矿，，30年 ∥∥32年 科长 郑子纯 矿∥30年9月 lilt一32年6月

张新治 矿∥32年7月 Illt，33年9月
北川县田赋粮食管理处 ∥∥32年 ∥∥34年 兼处长

l施明德 ∥，，33年9月 ，，35年6月
马鑫如 伊∥34年9月 ，，35年l乏月

北JII县田粮科 ，，矿34正 矿矿38年 科长 卢哟原 扩∥35年7月 ∥一36年1月

牲 |I " " " 矬 扩 ∥ 曾叔谨 ∥，，34年9月 ，∥36年1月

忖 l} 特 种 ” " ，， ∥ 任益隆 扩∥36年2月 F∥38年7月

" " ∥ ，， "H " 转 句锡忠 护∥38年8月 ，，38年12月

” ”l”|t＼” ” ，，，，墒l鼎铭!扩，3s年s3 ，∥3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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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艇放后县级粮食机构

1 9 4 9年l 2月2 3日北川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I刚丑赋管

理机构，‘由县人民政府财政科设田粮股接办。

1 9 5 O年，为了办理公粮征收、拨伺，6月2 3日建立：flailI

县支粮库，由段汉廷任主任，设会计、出纳、保管、秤手、勤杂人

员共l O人。

l 9 5 0年1 1月1 7日，奉剑阁专署通知成立：ll：JiI县人民政

府中央公粮分库，管理中央公粮，由伺树华任分库主任．

1 9 5 1年5月1 0日，组建北川县人民政府粮食局，任命付

树华代局长，贾奎寿为付局长。

1 9 5 1年1 1月，为了适应开展市场粮食购销，平抑粮价，

打击投机倒把，控制粮食市场，建立江油粮食公司北川营业组，是

江油县粮食公司的派出机构，行政上受：llaJil县人民政府领导。

1 9 5 2年8月．将北川县支粮库、江油粮食公司：ll：JiI营业组

并入北川县人民政府粮食局，统一管理粮食征、购、销、存。

l 9 5 2年9月，县粮食局随县迁移到曲山文武宫，

l 9 5 5年1 1月1 5日，北川县人民政府粮食局更名为：ll己JiI

县粮食局，设秘书、财会、储运、油脂、业务五股。人员增至1 9

人： ～

l 9 6 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粮

油机构、体制变动频繁。l 9 6 7年4月“夺权”后，废除粮食局

及各股室，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一一北川县粮食局抓

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设主任和委员，负责全局工作，主任仍由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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