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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西秀区粮食志》审稿人员名单

本志编修自1989年3月至2003年12月，历经14年。其间经

过1989年、1991年、2003年三次审定。

本志成稿后，得到众多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历次参加审稿和审

定的人员如下(按姓名笔划排列)：

安顺市地方志办公室：

吴泽安邹秀英

安顺市(地区)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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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秀区(市、县)粮食局机关(含曾在局机关工作过的老同志)：

马莉秧 王广修 王树云 邓列宾 邓莉娜 邓新华

冯家仁 叶建林 朱子安 朱尚文 朱荣森 朱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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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仕荣

刘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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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光秀

林亚平

郭玉贵

黄丽娜

戴厚琪

马贵祥

刹清云

宋锦祥

张元山

吴宪庆

杨永祥

夏连文

黄学胜

责广宦

刘质怀

冷瑞清

张 坤

陈汉萍

金钟达

徐鸿才

黄德龙

终 审：冷昌明 彭林超

王正帮

刘久德

杜发祥

张 强

陈昌和

金守镇

徐君祥

程友珍

李贵川 李琼

李栋翔 李锦鸿

张文成 张承仁

陈继明 陈美莲

吴清益 何占玉

郑国祥 郑国璋

苟华山 周英

娄秀乾 赵永明

郭启文 郭昌明

黄永培 黄文德

韩萍 鲍吉顺

懂兴善 戴玉贤

王厚芳 许顺洪

孙东月 孙友端

李庆龙 李大忠

张忠行 张纯帮

陈学敏 陈莉娜

周革中 高锋

商伦国 谢陆金

谭学益 潘友成



粮食工作要与时俱进

序 一

中共安顺市委常委 西秀区委书记杨洪俊

粮食，从自然属性来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物

质；从社会属性来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按照我国现

行行政职能划分，粮食，在生产环节，属农业部门的工作；进入流

通领域，属粮食部门的工作。这里所讲的粮食工作，是包含了生产

和流通两个环节的广义的粮食工作。

我党历来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工作。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非常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工作。

从中国革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中国革命是从粮食开始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

的领导阶级，农民是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粮食象征着土地，

象征着农民。因为土地的所有决定着粮食的分配，粮食的分配决定

着参与分配者的生存状况。粮食对于农民来说不只具有食用的自

然属性，更具有决定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社会属性。这是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力落后低下的二十世纪初中国

社会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这个特征，从土地所有制人

手，从粮食分配制度人手，从农民生存状况人手，以暴力革命的方
· 1 。



式，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政权那天起(包括“苏区”红色政权、根据

地抗日政权、解放区人民政权时期)，更加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工

作。从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吃饭问题这个意义上，可以

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也是从粮食开始的。因为在建

国初期，敌对势力就预言：共产党解决不了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

题，政权很快会垮台。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土地公有的生产资料所有

制度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治国方针，将农

业生产作为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在注重粮食生产，做到毛泽东同

志所说的“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的同时，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粮食

从生产到收购、储备、调运、加工、销售、金融和财政税收的统购

统销的粮食流通体制，解决了占世界人I：1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吃

饭问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共产党政权稳固，共和国不断强

大。

在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同样重视粮食、重视粮食

工作。从江泽民同志所说的“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

民的小康"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离不开粮食。

通过坚持和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稳定农业；通过加大科技投入，促进粮食生产；通过对粮食流通体

制的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粮食流通体制。

中国共产党对粮食、粮食工作的重视是与时俱进的，历史地、

现实地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粮食工作要做到与时俱进，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自身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西秀区粮食志》记载了西秀区610年的粮政史，重点记载了从建
·≯。



国到2002年53年的粮政历史沿革，特别是1998年前后两个时期

我国粮食政策、流通体制变化、对比情况的记载。这对我们在粮食

从统购统销改变为全面放开、全面市场化条件下，抓好粮食生产、

搞活粮食流通、搞好粮食宏观调控等，有很现实的资治作用。值出

书之际，是文为贺并为序。

200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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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搞好粮食宏观调控

序 二

中共西秀区委副书记 西秀区人民政府区长 侯 晏

今年，我区涉及到粮食的事就有三件。一是从今年开始取消执

行了几十年的粮食定购任务，放开粮食购销；二是十几家有几十年

历史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改革；三是《西秀区粮食志》的编印出

书。三件事凑在一起，引发一些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解放了生

产力；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粮食产量；连续

多年丰收，粮食充裕。于是，粮食多了吗?粮食不重要了吗?是为

思考一。

我国粮食从生产到最后消费整个一系列环节，在从以计划调

节为主转变为以市场调节为主条件下，粮食行政管理工作还重要

吗?政府怎样实现对粮食的宏观调控?是为思考二。《西秀区粮食

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大量记载的是建国以来高度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粮政史。这对于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粮食工作，是

否只有“存史”的价值而无多大“资治”的作用?是为思考三。

对于以上问题，我认为：

其一，从全球范围看，现在虽已进入信息时代，但人类生活基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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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物质之一的粮食资源，分布不均，总量短缺。就我国来说，粮食

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农’’问

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

根本问题。新民主主义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

这样”。在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信

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同时，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社会稳定

的基础。农业的核心问题，首先应是粮食问题。因为粮食始终是农

民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粮食很重要。

其二，粮食涉及到粮食流通体制。我国建国以来实行的粮食流

通体制大约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49年至1993年，高度计划经济

体制下的统购统销体制时期；二是1993年至1998年，计划调节和

市场调节并用的“两线运行”体制时期；三是1998年至今，逐步

放开粮食购销，逐步建立市场化的粮食流通体制时期。在体制转变

过程中，需要做好许多工作。如农村税费改革、定购粮任务的取消、

粮食企业的改革等。粮食流通领域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搞好改革。

否则，流通就不活，就会影响农业的稳定，影响社会的稳定。所以，

粮食工作很重要。

其三、在市场化条件下，搞好粮食的宏观调控，是政府的职责，

也是新的课题。我们要在学习国内外先进办法的同时，从过去的工

作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积极探索，加快建立符合国情、省情、

区情的粮食流通体制。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

义有市场。同样，《西秀区粮食志》虽然记载的主要是计划经济时

期的粮政工作，但其中有许多成功的做法和沉痛的教训，可以帮助

我们以史为鉴，少走弯路，加快步伐，搞好粮食宏观调控。所以，

·≯。



此书不仅有存史价值，也有资治作用。

就以此文代序，贺《西秀区粮食志》出版。

2003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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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西秀区粮食局局长杜光荣

《安顺市西秀区粮食志》完成在两个世纪的交替时期，意义深

远，可喜可贺。

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任何民

族，要温饱、要生存、要发展，都不能不首先解决好粮食问题。毛

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

一天要天下大乱。《安顺市西秀区粮食志》记载了从公元1392年到

2002年共610年安顺粮食工作的历史沿革。其中粮政工作的规律，

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对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潮流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搞好粮

食生产和流通，“抓’’好粮食工作，确实是一部不可替代的资治教

材。新中国成立以来西秀区粮食工作的发展，取得的成绩，广大粮

食工作者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努力学习，积极进取，艰苦朴素，

奋勇拼搏，辛勤劳动，勤俭建国，无怨无悔地为粮食事业作出卓越

贡献的精神，是我们对职工进行传统教育、业务培训的一部难得的

乡土教材。

《安顺市西秀区粮食志》经三次编写。1991年以前的两次编写，

在郑大国、苟华山两届局长的组织领导下得以完成。本次续写了

1991年到2002年的粮食史，在前两次编写的基础上继续编纂、修
· 1 。



改，最后付印。

三次编写都得到几位老同志的全力支持。他们多年从事粮食

工作，资历较深，业务熟悉，特别是第三次编写是在退休后重新提

笔伏案，带病加班工作。他们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广泛收集资料先

后达80多万字。其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精神，令人敬佩。

三次编写都得到市志办的指导、帮助，得到有关部门、单位的

支持，一并致谢。

2000年8月，安顺撤地建市，撤市设区，能在西秀区粮食局第

一届局长任上，使《安顺市西秀区粮食志》付梓问世，甚感欣慰。

谨书此笔，是以为序。

200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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