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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粮食局领导班子

△区粮食局办公大楼

新建的农业生产基地睁

△2005年新建的军粮加工基地

车粮加，艰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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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02年3月省粮食局长李益良和县委副 A2005年新建的“放心店商品配送中心”。

书记李文良参加县优质稻订单农业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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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奎N20个“放，,12商店”之一——寿安店。

△1992年省政屙授粮油食品厂生产的精
制汤元粉金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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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9f)年商业部授给植物油厂生产的柳

河牌一级菜油优质产品证书。



△2000年，县粮食局被省粮食局授予

“先进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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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区粮食局被市粮食局授予

“优秀单位”称号。

——譬霎．．．
A 1986年，县粮食局被省粮食局授予

“粮油保管四无单位”称号。

A2004年，区粮食局被市人事局、

市粮食局授予“一等奖”。

F-三iI J六年度粮食工作

△2006年，区粮食局被市人事局、

市粮食局授予“优秀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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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区粮食局被区委区政》

府授予信访I作集体。

2005年，区粮食局被区委、区政府、睁

区人武部授予“拥军优属先进单位”。

q 2005年4fl，区粮食局被成都市粮食局

授予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

q 2005年，区粮食局被市人事局、粮食局

授予粮食I作先进单位称号。



温江区粮食局志

序 言

天府之国的金温江，属都江堰自流灌溉区。全区幅员面积277平方公

里，32．9万人口，土地面积41．5万多亩。全境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16．2。C，兼有亚热带气候，水土宜人，全境无山无丘，一马平川，盛产水

稻、小麦、油菜农业历来十分发达。改革开放以来，温江区经济社会快还发

展，1997年在全省率先实现小康，是全国百强县(区)，全省十强县

(区)。随着成温邛高速路和光华大道、芙蓉大道的开通，使温江同成都更

加拉近距离。加之温江花木生产的快速发展，都市园林化的大力推进，城乡

一体化的飞速建设，300亩的温江公园、800亩的花博园区、1000亩的国色

天香乐园，使温江城镇乡村成为花园温江、生态温江、西部花木之都

盛世修志，是流芳百世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现代、有益

后世的千秋大业。续修《温江区粮食局志》势在必行。本志按照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地记叙了从1982年至2005年温江粮食部门在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在粮食工作上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来

的系列调整变革情况，详实地记叙了温江粮食系统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

渡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全志力求思想性、科学性的统一，是一部反映全区

粮食发展和管理的文献资料。

《温江区粮食局志》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区委区政府和区志办、市粮食

局的帮助指导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温江区粮食局党委和

全体干部职工向支持和编纂《温江区粮食局志》的同志们一并致以深切的

谢意!同时，由于区粮食局的机构调整，干部变动大、年轻新手多、搜集历

史资料难度大，在编纂中难免有遗漏和不足之处，加之我们编辑水平有限，

望读者和以后的续志者，加以指正赐教。

温江区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小业

2007年9月25日



2 编辑说明

编辑说明

一、《温江区粮食局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忠于事实，客观

公正，真实记载。

二、本志断线原则上上自1982年，下迄2005年。是继1981年出版的《温江县粮

食局志》后续编的《温江区粮食局志》。为承上启下，相互衔接，在原志基础上个别章

节在记述时限上有所突破。

三、本志的体例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相结合，以志为主体。

四、本志编写结构采用章、节、目体，卷首设概述，后按次编排，卷尾设附录，全

志根据资料内容，不求章、节平衡，力求资料翔实，信而可循。

五、本志的行文，一律使用现代汉语，采用语体文和记述体，简明通畅，通俗易

懂。文字数据、标点符号均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和《新华字典》的附录为准。

六、本志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以区档案馆和区粮食局档案室、温江区(县)年鉴、

区统计局以及区粮食局下属单位呈报的资料为主，也有少数资料来自个人口碑，成稿时

一般未注明出处，但有“资科卡”可查。

七、本志在续修中，所形成的全部文字资料，已作立卷归案，留作以后考证的续修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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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温江区地处四川省中部偏西的成都市区腹心，1983年前，属温江地区行署驻地。

1983年，温江地区与成都市合并。1988年2月，属成都市第一个卫星城。2002年5月，

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区。区境东临成都市青羊区、南毗双流县、西接崇州市、北靠郫

县、都江堰市。区政府所在地，柳城镇距成都市中区】6公里。全区幅员面积277平方

公里。土地面积41．5万亩，耕地面积22．3万亩。2005年底，全区辖6个镇4个街办，

38个社区居委会，88个村民委员会。共有人口32．9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4．5万人，

农业人口18．4万人。

温江区(县)是经国务院批准的粮食主产县。1982年前后每年的粮食征购任务为

3．2万吨以上，最高征购实绩为3．5万吨。经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区的粮食由主产区

变为主销区，不足部分从区外购进，以满足军民食用的供求，满足生的和人民生活用

粮。

建国后，自1953年以来，按照国家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一直坚持实行中央的高

度集中的粮食管理体制，即粮权集中在中央的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调拨，统一库

存的“四统一”。这项计划经济时期的严格政策，一直坚持了40年。改革开放以来，温

江的粮食工作按照国家政策，一方面从1979年起至1992年先后7次提高粮食的定

(统)购价格，6次提高油料定(统)购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另一方面在销售价格上，中央对城镇居民的粮油供应，一直实行购销价格倒挂，政

府补贴的政策。1998年，温江按照中央规定，实行顺价销售，不允许亏本销售。在粮食

流通管理体制上：从1982年起，温江地区和成都市政府对温江的粮食购销调拨，实行

一定三年包干的管理办法，一直执行12年。1994年后，国务院提出实行中央和地方各

级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粮权和事权。这一重大改革，有利于粮

食供求平衡，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有利于向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靠拢迈进。除中央和

省级政府健全了储备制度外，温江于2004年建起了区级粮食储备制度。在国有粮食企

业的体制上：1998年前，温江县粮食局是一个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又是粮食企业的业务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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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实行政企合一的粮食局。其中．1995每，国务院发出“蕊条线”运行的原魁

是“统一领导，两线运行”，重点是财务分开，核算分开。1998年，国务院决定实行

“四分开一完善”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后，温江县粮食局由业务主管部门转变为粮食行

政主管部门，代表县政府对全县粮食流通进行管理，行使监督、凑讽的职能。t997年

后，温江的12个国有粮食企业的产权制度，亦分别不同情况，先后实行破产、股份合

作、关停、重组的体制改革。企业的职工，先后实行解除劳动关系、妥善安置，重组优

化，部分职工返聘上岗的改革。耨组建的“成都市丰穗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稻“成

都市温江区拥军粮油加工厂”继续完成全区粮食购、销、调、加、储业务，确保全区人

民的粮食安全。

粮洁市场豹改革：岛1985年起，国务院宣布取消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后，除国家

任务的粮油品种必须完成以外，不论国家，集体，个人都可参加交易，扩大市场调节范

围。由国家按统销价供应的平价粮油数量逐步减少，饮食业、饲料业及其他用粮工业改

为没价供应或忍粮单位宦行戮农村、穰食市场采购，为建立新韵粮食市场体系，扩大粮

食市场调节提供了有有利条件。1992年后，在国家指导下全面放开粮食价格，无论计划

内，计划外的收购价、销售价、调拨价一律放开，实行市场调节。

粮蔼计量：从1986年々胃l_B起，改市斤为公斤为计量单位。会计、统计报表的粮

油数量，一律以“吨”为单位，吨以下“四舍五入”。

1999年，成立“温’江县粮食局粮食行政执法队”。严格按照《粮食收购条例》执行

国务院《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准入”毹度。

粮食收购方面：在1985年前，国家粮食收购主要以征购、统购、超购为主，1985

年后，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粮食工作彻底告别了统购体制，粮食统购政策宣告结

束。两年4月取消农产品的奖售粮食酌规定。合同定购，从1985年开始，国家只对稻

谷(米)、小麦、玉米、黄豆、糯谷(米)、油菜籽实行定购统销。其他粮油品种，实

行议购议销。从1989年起，将粮油“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1992年后，国家对粮

油收购实行保护价收购的政策，对国家定购的粮食实行保护价稍度；若市场低于保护价

时，按保护价收购；超过保护价的粮食价格随行就市。粮食价格放开后，国家只作宏观

调控的指导价格掌握。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按照“购得进、销得出，不亏损”的原则组

织收购。凡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粮食，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不得拒收、限收、

停收，切实保护农民利益。1993年，国家只对大米、稻谷、小麦、玉米主要品种实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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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其他品种由市场调节。2002年小麦退出保护价范围，国家只作指导价掌握。

1999年后，根据省政府布署，在广汉、温江施行“订单收购”的新型粮食收购的

试点工作，温江把优质稻米生产首先在永宁镇作为试点基地。当年试种的500亩K优

047，粮食部门同农户签订收购合同。试验基地按省政府的要求耕种，经过努力，亩产

均在500公斤以上，最高的达到558公斤。收购价每500克高于一般杂交稻0．10元，增

加了农民收入。“订单收购”在以后年代试种中，还同农业科研部门一道，实行“科研、

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继续扩大试种多种优质稻，均收到较好的效益。2002年温江区粮

食局获得全省粮食系统“订单农业先进单位”称号。

粮食供应：在1992年以前，对城镇居民、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基本上是实行

的“四类九等二十七级”的供应标准，其中1987年3月对城镇实行当年包干；取消会

议，出差，夜餐等各项补助粮；1988年起，对城镇个体餐饮行业，糕点用粮和挂切面作

坊，国家一律不供应平价粮；1991年10月对城镇居民(含菜农)的定量粮油，凭票限
?

期供应，当月有效。从1992年4月起，企业职工按人平均15公斤口粮包干供应，企业

自行调剂；工种补助粮按议价供应。

1993年2月，各种粮票不再流通，粮票报表停报。1994年6月，县粮食局印制的

“温江县购粮券”不再发行。

2001年5月1日起，“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和“退

役军人，在编职工粮食供应介绍证”不再填发，均同时停办。粮食的供应网点，也由原

国营粮店转变为私营个体粮店和超市连锁店为主。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国家在宏观调控

的同时，温江区粮食局建立了《成都市温江区粮食应急预案》，经温江区人民政府以温

府发[2005]“O号文件批发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执行。

粮油储运：县粮食局坚决贯彻“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24年来一直做得

好。县粮局，各站库均获得省、市的“四无粮县”，“四无粮站”的称号。“四无粮油”

的比例，一直保持在95％以上。粮油调运，均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

务。

粮油加工：在计划经济时期，温江是按“小而全”的加工能力设计建造的，保证了

全县的粮食，油脂和饲料的需要。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有粮油工业

企业“独家经营”的格局被打破。粮油加工企业靠吃“大锅饭”模式己不复存在，加

之加工厂的设备陈旧，技术水平不高，难以满足高精度的加工要求，因此，国营粮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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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逐步走向停产、歇业，倒闭的结局。截至2005年土卜，只有一处“摁军粮浊加工

厂”继续为军供站服务的国有粮食加工企业。

县粮食局的局级机构：1982年至2005年的24年中，先后任职的局长有唐维松、张

蜂前、张秀华、张仲明、赵登奎、王小林、陈小业等7位同志。穰食局的内设机构，出

1982年的8股1室改制为6股1室；】988年，撤股建科改为5科1事；1992年，县粮食

局经县编委批准，按编制实行经费包干；2001年，改制为3科1室，核定编制人员20

人，其工资费用由县财政拨款包干使用。

2002年5月，随着温江撤县建区，县粮食局更名为“成都市温江区粮食局”。

区(县)粮食局的党组织：1982年，是中共温江县粮食局总支委员会，有下属支

部7个，党员98人。t990年，成立中共温江县粮食局党委会，有下属支部12个。135

名党员。2005年，国有粮食企业实行国有控股改革，成立了“丰穗公司”，下属6个粮

站成立了，“丰穗公司”党支部。1982年至2005年，全局共发展新党员91名。2005年

底，有党员210人。

在财务管理方面：粮食部门是实行全额贷款的单位，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管

理，全程监控，封闭运行。粮食部门又是政策性补贴的单位，国家既对粮食生产者补

贴，又对粮食流通企业和消费者补贴的办法。在资金使用上必须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制

度。1994年，国务院决定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对国家储备的粮油和国家专项储备粮

油的利息，费用支出实行专项补贴，由中央财政预算和地方财政预算安排解决，专款专

用，使用权属同级人民政府。

对职工的文化教：1982年共有职工573人，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有355人，占职工

总数的62％，这些职工大多是父母退休后顶班，轮换到企业的。经过举办脱产文化补习

班和培训学习．全县粮食职工文化补课合格率达到85％，技术补课合格率达82％，均

达到国务院“六五计划”的“双补”要求。“普法”教育，除有精神病、工伤三人外，

均取得“普法合格证”。1996年县粮局共有职工1034人(未包括退休人员)。2005年，

实有职工78人，其中区粮食局20人，“丰穗公司”55人，军供站3人。

职工的工资福利：1982年，人平工资收入(包括各种补贴)53．35元，经过工资改革和实

行“工效挂钩”的工资升级制后，1994年，每人平均工资338．3元，1999年人平工资446元。直

至2005年，粮食企业的职工。每人月平均工资为699，4元。职工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女职工的生育保险均得到切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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