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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谚岳粮食丢

《金埴繇粗食志》褊宿祖



《金埴棘粗食志》

褊纂领尊小粗

徂畏：

副粗畏：

顾 同：

褊寓小粗

主簟：

成 具：

凳雾．王和孝题翮：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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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i；己贵一

高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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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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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佐才

李群、何宏凯

警曼．隆盆苹摄影：仁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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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只第一任副局长姜其温‘
现江苏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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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金埴躲粗食局黛委成具合影

前排：障采己贵(中)、畴留庚(右)、高镇富(左)

後排：耿敖馥(中)、王和孝(右)、王留海(左)

《金埴鲧程食志》褊寓人具合影

酃佐才(中)、李群(右)、何宏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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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米廒油罐群 河霸房式畲



金埴油米廒油脂浸出率同

金垣米廒住宅楼

金埴米廒面粉章同

直属摩烘干房



上墉mi粮库 庙字仓(三分库)



金坛饲料厂生产车间

雎定输粮线(直属库)

i置爨溪冀黍型霪黧鬟要
尊霸i粪鬻霸鳟
i蔷黼瀚雾

粮 食 车 队

砖拱仓(尧塘)



砖筒仓(面粉车间) 码头上粮机(金坛米厂)

露天囤(岸头) 土蛹仓(酉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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搿粮食乃宝中之宝"．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生活资

料，是军需民食、稳定经济，稳定物价、稳定人心，保证国家建设的重

要物资o“民以食为天"，因而，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粮食；以粮食为国泰民

安的治国之宝。陈云同志在1985年指出： 搿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

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一

实践证明：粮食形势稳定，经济发展就快，人民生活和社会就安定。

盛世修志，流传后世。历史上，本县虽有赋役记载，但多为官府财

源、赋税役贡的记述，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成果、经济活动概无详述．

为补历史之缺，纠历史之谬，编写一部详尽记述金坛县粮食生产、分

配、流通等领域的实践活动的志书尤为必要。这对了解历史，研究地方

社会经济、粮食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以及促进生产发展，更好地为‘

工农业生产和建设服务；并对于总结历史经验，传之后代，以资借鉴，

将起到重要作用。

1986年5月，在县政府和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支持下，我们抽

调人员开始收集资料，于1987年8月组成领导小组及编写班子，在县志

办公室具体指导下开展工作。经过二年多的时间，编成了本县有史以来

第一部《金坛县粮食志》。它的问世，不仅填补了金坛粮食志的一块空

白；而且可以从中吸取教益，更好地做好粮食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这是本县粮食工作的一件大事。

《金坛县粮食志》既是《金坛县志》的组成部分，又独立成志。它

以详今略古记载史实，又重点记述建国四十年来本县粮食工作的发展过



程，反映两个社会不同制度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根本变化，既可作今人参

考，也可供后人借鉴。

由于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开拓性工作，面广量

大，加之资料缺乏．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缺点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对此，敬请各位史学工作者、专家、同仁、‘粮食工作的前辈后秀以及广

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喜警擎曩繁絮铲羹彳磺金坛县粮食局局长f少，一心

一九八九年三月’．



凡 例

一，本志记事，上追述明，清以远，力求适当追溯，下限至1988

年，必要时延伸到1989年。 。

二、本志采用志、传、图、表，录等体表述，以志为主体。篇目按

类设章，以章定节，由节立日，分条叙写．

三、本志所用地名，建国前沿用群众习惯称谓，必要时夹注今地

名；建国后一律用标准地名。

四、本志所提度量衡单位，均按各个时期使用单位记载。

五、本志所用货币，‘建国前保持原币制名称及单位；建国后以人民

币为换算单位。

六，历史纪年，建国前按历史习惯用法，并夹注公元年号；建国后

一律用公元年份。

七、1949年4月23日金坛解放至1949年9月30日这段时间，一并列入

建国后编写。 ．。．

八、未能写进有关章节的记事，散见于《大事记》及《附录》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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