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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卅l市粮食局办公大楼

1985年锦州市粮食局领导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崔学典谢发祥贾云堂杜春山杨枫

后排左起：龙声雄常海王蕴瑶刘金李凤山李文学



锦州市粮食局修志办公室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江绍重马秀丽任晓英李雅芬邢桂杰李建华

后排左起：王德义赵景和赵呈样魏仲和田希彦范振先王一

锦州市粮油供应管理公司北馓店黹业室



参加省粮食系统食品展览会的锦州市粮油供应管理公司

食品加工厂的展品

锦州桃同粮库立简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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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锦州市粮食志》，是根据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布署，

在市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局党委的领导、关怀下，从1 985年5月

组建局修志办公室开始工作，至今历时五年多，终于编纂完志稿，先

后经局、市编纂委员会审查批准，付梓出版，得以奉献给读者了。

五年多修志过程中，修志工作人员几经变化。开始时是5名，

1 986年4月加强、充实到l 3名，1 988年1月，在有关篇章完成初稿

后，缩减至5名，直至成书。

《锦州市粮食志》是一部专业志，是市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记

述了锦州市粮食行业’(系统)近600年，特别是解放后37年(1 948

～1 985年’)的发展演变过程；它上限起于1403年(明永乐元年)，

下限止于1 985年末。主要记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粮食流通领域中购、

销、调、存、加各环节的重要史实，并记述了市、县(市、区)粮

食管理、领导机关和市局直属单位的机构沿革、市局及其职能部门

领导人的更迭以及职工队伍、企业管理、多种经营等方面的重大史

实。全书除概述外，共分9篇、27章，96节，附图7幅、表l 32个、

照片15张，共约44万字。

我们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按照上级关于实

事求是、横排竖写、述而不论、详今略古、达到“三新”(新观点。

新方法、新资料)的要求编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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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料搜集方面，查阅了市局档案室有关的全部档案400多卷；

先后集中人力五次到市档案馆、四次到省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共约

1 200卷；还查阅了省局档案室、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大连档案馆

的有关档案近300卷，市、省及大连市图书馆有关报刊I 75册，旧志

书和年鉴62卷；总共搜集文字资料约300万字；走访，查询知情人

31 4人次，其中有年届85岁的高龄长者，也有市政协的主要领导人，

有解放前的粮油工商业者，也有受雇的店员和工人，有解放后市粮

食系统的主要领导人，也有从事粮食工作多年的机关、企事业的广

大干部和工人，他们既是口碑资料的提供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

给予了我们热情的支持与协助，不但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口碑资料，

还为我们核实查对了许多文字资料，使我们在编纂中少走了许多弯

路。在资料使用方面，我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资料进行了

多次筛选、整理，以达去粗取精的目的；对选用的资料，则经过多

次核实查对，以达去伪存真的目的；对于互相矛盾的资料，都经过

反复研究分析，慎重取舍，有的则根据“宁缺勿讹”的原则予以回

避，总之，力求做到落笔有据、笔笔无讹，使选用的资料具有真实

性、准确性和可靠性，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

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市志办、省局修志办的具体指导帮助和市

局领导的关怀与支持，得到市局各科室、市局直属各单位、县(市、

区)粮食局及其所属有关单位以及省局有关处的协作帮助，得到

辽宁省、大连市、锦州市档案馆、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得到众多知

情人和关心修志的同志的支持协作和热情鼓励；中共锦州市委书记

邵秉仁同志为志书题写了书名，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广林同志为志

书题了词．在此，我们对上述单位和个人谨致诚挚的谢意!

编纂新志书，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是一项新的工作，缺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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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我们虽尽了最大努力搜集资料，但因不少资料的散失，致使所

掌握的资料仍不够充分；更由于我们的政治思想、政策、写作水平

有限，所以，志稿虽经反复征求意见并多次修改，但其遗漏和失误

仍然在所难免，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锦州市粮食局修志办公室

1990年1 1月



爵

《锦州市粮食志》，在市志办的指导和局党委的领导下，得到

了省，市有关单位和局属各单位及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协作，经

过修志人员五年多的辛勤工作，终于编纂成书，付梓出版了。实是盛

世修志的新创举。我作为一个老的粮食工作者并参予了一些有关编

纂工作，对此倍感欣慰，谨表庆贺!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要

战略物资，党和政府一贯重视粮食工作。解放后，我市粮食系统在

中共锦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有

关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和措施，克服和解决各个历史

时期的困难和问题，努力搞好粮食流通领域的购、销、调、存、加

各环节的工作，保证了军需民用，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

进行。《锦州市粮食志》，对我市近600年来的粮食行业(系统)，特

别是锦州解放以来37年的全市粮食工作概貌，在搜集大量文字和口

碑资料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基本上做到了

-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忠实记述，它横向记述了粮食系统机构沿

革、领导人更迭、职工队伍发展以及粮食的购、销、调、存、加各环节和

经营管理工作的主要史实和主要经验教训，纵向记述了粮食行业各

个方面的历史演变过程。它具有新志书的特点，资料比较翔实，内容

堪称丰富，体例基本得当。它的出版，对全市粮食系统广大职工，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定能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用，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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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为进■步深化改革、开创我市粮食工作新局面作出应有的

贡献。

锦州市粮食局成立于1954年10}2。我是1956年3月由辽宁省粮

食厅调任市粮食局局长的，在这里渡过了30多个春秋。随着历史进

程，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粮食工作有着不同的景况。我亲眼目

睹了解放后我市城乡粮食工作的发展和重大成就。

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过着半年糠莱半年粮的悲惨生活。农业若

遭遇灾荒，那“路有冻死骨”的惨景令人目不忍睹，灾民流离失

所，卖儿卖女更是屡见不鲜。旧社会是以死人来平衡粮食不足的。

特别是东北沦陷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统治，

造成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粮食奇缺，市场粮价一日数涨，粮价竟

高到购粮的货币无法数点，只得用秤来称，一斤钞票甚至换不到一

斤粮，人民生活实无出路。

1948年10月15日，锦州喜获解放。解放后刚刚成立的国家粮食

机构，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粮食供求紧张局面，私营粮商囤积居奇，

图牟暴利，人民生活仍无保障。党和人民政府为了保证人民生活，．

由外地调入大批粮食低价供给居民，从而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市

场。随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实行了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生

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不断增长。但是当时粮食投机倒把活动猖獗，

国家购少销多，市场粮食供求矛盾仍很尖锐。如果任其发展，势必

产生严重后果。为了保证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所

需的粮食，稳定粮价，取缔粮食投机，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党中

央于1953年1 o月1 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

决议》，接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 1月23日发布《关于实行粮食

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这是一项重大的变革，粮食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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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改由国家垄断。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落实，国家有效地控制

了粮源、粮食销量和粮食市场，得以取得足够的商品粮食，从而保

障了粮食的需求和限制了投机商人的非法活动；国家规定的购销价

格是合理的，有利于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总之，统购统销政策妥

善处理了国家同农民、消费者、私营工商业的关系及中央同地方的

关系；同时也兼顾了工农、城乡和公私关系，充分体现了党的“统

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

在I 953～1 976年间，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作了若干补充规定，使之逐步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 985年

间，国家又相继对粮食政策作了重大调整，除调减粮食征购基数、

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外，在1982年实行了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

一定三年的管理办法，在1985年取消粮食，棉花统购，改为合同定

购，这就更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而国家需要的商品

粮也得到了充分保证。

随着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市粮食机构和供应网点、经营

规模也不断得到加强和扩大。锦州解放当时，市内仅有接收日伪时

期建筑的、已被战火烧成千疮百孔的面粉厂和一个设备简陋的粮谷

加工厂，还有两个小型粮库和旧房式的粮店，1 985年末，我市已拥

有能满足全市军需民用的大、中、小相结合，仓储、加工配套的

自动化和机械化的粮食仓储和加工设施，粮食供应网点遍布全市，

而且大部分是新建的。

这些发展变化，《锦州市粮食志》中都有较系统、详尽的记

述。我相信，它定会得到全市粮食系统广大职工的珍爱。希望大家

能认真学习它，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更加热爱粮食工作，继承和

发扬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精神，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社

寞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开创我市粮食工作的新局面做出更大的贡

献!

文行至此，草成小诗一首，以表对修志人员和大力支持帮助编

纂志书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竭诚嘉慰!

砚田笔耕堪辛艰，

胸怀壮志绘河山。

前稽后鉴新贡献，

留得大业在世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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