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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潦县粮食局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当涂县粮食局镊导组成员：

局长绦孝培(左二)、剐局长●勋(右一)、

汪芬寿(考---)、邢宝骐(左一)

“当涂县粮食志*鳙写组成员合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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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i袅县粮食局办公接



当涤县粮油食品工业公司

当涂县粮油贸易公司

当涂县饲料公司

当涂县城关粮站



城关粮站门市部

城关粮站仓储办公楼



城关粮油厂办公接

城关粮油厂大米车问



城关粮油厂油脂车问

城关粮油厂浸出油车间



护河粮油厂大米(风运)车间外景

当治县粮食局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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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涂县饲料加工厂

护河粮油加工厂大米车间风运设备



1 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授予城关粮站“全

国粮食系统先进企业单位”称号

9 81年安徽省粮油食品局授予当涂县粮食局先进单位称号



1979年共青团中央授予城关粮站团支部新长征突击队称号

l 981年共青团安徽省委授予城关粮站新长征突击队称号



l 980年安徽省粮食斤授予城关粮油厂先进单位称号

1981年宣城行署粮食局授予城关粮油厂大米质量优胜单位称号



·序

徐孝培

’：．当涂县是以农业为本的千年古县，盛产稻谷、油菜和鱼、虾、蟹等类，素有江南鱼米之

多誉称。粮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特殊商品，既为军需民食之根本，又是国民经

济建设的物质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在当涂县经营粮食工作者来说，务必对
，

本地的粮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变化规律有所掌握和了解。所以编纂出一

部粮食志，以资料记述从历史到现状的史实，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现状，弄清历史脉络，
‘

更好地去认识县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发展粮食经济；另一方面对后人提供资料和借

鉴，无疑会起到很大作用。
。

I 编写志书是我国特有的一项优良文化传统，历史上的志书多为方志，经济类专志很少，

粮食方面的专志更为罕见。据我所知，我们编写出这本粮食志可以说是当涂县有史以来所没

有的事，这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业绩。

：周思来同志生前说过： “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1日的基础发展起来

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

断历史。"纵观我国两千年的田赋征收历史，自上古禹夏之时的“什一而税”，逐渐延伸转

化到民国期间“赋、军、公”稂的征收、收购，曾历经七次大的变革，历史上谓之“田赋七

变，，。．粮食发展成为商品之后，粮食市场和粮油加工业日趋发达。仅我县而言，据志书所

载，清末已有一定规模的“北门油坊”，民国初出现第一家机器碾米厂，以及抗战时粮食市

场的畸形和四大粮商逐角等。这些都为研究解放前当涂粮食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资料

依据，对今天的粮食工作者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要完成粮食余缺调剂、组织商品流通、保

证军需民食、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等任务，务必掌握历史和现状中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分析
研究其经营管理方式、商品经济发展规律；更好地以粮食商品流通为中心，围绕购、销、

运≥’存和加工等环节，搞好产销、购销平衡，搞活粮食商品经济。可见，编纂志书“非观示

美；将求其实胤也。"再则，当涂圩乡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美丽富饶。然而旧社会濒临天

灾火猾；i民界聊生。民国20年(1931)一场水患，人口减少56000多人，民国23年(1934)

大旱，居民以草根、石粉、草籽等物充饥，民国35年(1948)水灾，城关百姓十室九空，饿

殍趟野，西大街协成米厂二三百石粮食被抢一空，民国38年(1949)农民交不出田粮而下大

牢：．1949年解放后，两种社会两重天。1954年百年未见的大水，70％以上的田亩受灾，船行

城肉街上，全县遭灭顶之灾，都无一人外出讨饭。志书对这些历史资料记述，确能以鲜明的

对比、铁的史实，强化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更是为后人留下可贵的精神食粮。

i在((当涂县粮食志》问世之际，我想到这些，录之为序，总算是我们任职期间，做了这

点有益的事情。愿这样的好事象颗铺在前进大道上的石子，让开拓者们从上面迈出第一步，

第二步⋯⋯乃向人类理想境界奋进。

。； 一九／hk年七月二十五日



凡 例

一、((当涂县粮食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精神，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记述当涂县粮食历史演变的发展

情况，以激励全体粮食职工热爱本职工作，努力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根据“立足当代，因事而异，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至事物发端，下限至

1985年。 ．

三、本志以粮油业务环节编排为编、章、节’根据需要，，节下设若干目。除篇首《序》

《凡例》、篇末((大事记》、《修志始末》外，专编分设概述、机构设置、购销、储运、粮

油工业、财会等6编，共17章，约27万字。以事分类，横排竖写，力求层次分明，简繁得

当，重点突出不重叠。

四、本志以语体文记叙体记述，志为主体，记(大事记)、图(包括照片)、表、录

(附录)为支干。大事记列篇后，图、表、录分别附于各条目之中，不单列章节。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适当结合记事本末体，以时为序不分类。

六、建国前粮食计量单位为：石、斛、斗、升、合、勺、撮(除二斗五升为一斛、四斛

为一石外，均为十进制，即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银的单位为两、钱、

分、厘、毫、丝。银元、：法币、国币、人民币(旧币)均为元。

七、本志历史记年、称谓、用字、标点、用语、数字用法，均依照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关于新编志书体例的若干意见》统一规定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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