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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河县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地处小兴安岭西麓讷漠尔河流域．_

境内平川沃野，江河纵横，林木繁茂，资源富庶，农产丰饶，·为

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之一，以“两豆(大豆、土豆)一麦”闻名于全

省。建国三十五年共向国家纯交售粮食779，1 19万斤，。从事粮油商

品流通工作的粮食部门，’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为搞好城乡粮油

供应，保证军需民用，支援工农业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
．．

据此，编修出一部反映我县粮食行业的历史及现状的新型志书

势在必行。按省粮食局和县政府的指示，县粮食局决定编纂《讷河

县粮食志》。

历史在前进，事业在发展。我县粮食部门的企业建设和管理都

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所凝结的

伟大成果。同时也不能忘记在粮食战线奋斗终生，建树了不可磨灭

功绩的老同志。解放后，粮食企业几乎是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如

今具有现代规模和现代化生产能力的比较完整的流通和管理体系，

确实是来之不易!如在仓储战线上的王益民、周瑞、崔兴武、史禄

平、王醒、赵友琪、郝长春、马云升等同志；在供应战线的董柏

林、李树春、侯国稹、王友田、万日商、刘福德等同志；在工业战

线的白文禄、桑敏祥、晁连生、纪廷贵、何树金、赵振有等同志都

为粮食事业贡献了毕生力量。特别是在农村粮库的组建上，当时的

条件都比较艰苦，一无所有，白手起家。一些老同志率领职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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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凭着对革命事业的一颗红心，闯难关走险

路，历经多少个艰苦岁月，为粮食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我们

编纂《粮食志》回顾历史的时候，应永远地尊重和纪念这些在粮食

事业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同志。。

“述往以为来者师”。编好《讷河县粮食志》，是一项资治当

前，昭示未来，惠及子孙，促进改革，振兴经济的大事，也将为广

大职工，特别是对青年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

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一部有意义的乡土教材。

《讷河县粮食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央议》为准绳，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

是的态度和科学分析的方法，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搜集、整理，鉴别、使用资料，历史地、客观地评价人和事。它可

基本反映我县粮油购、销、调、加、存等发展过程以及经验教训和

现状，为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可信的依据，为实现正确领导提供借
l垤金。

局志办自1 985年初成立之后，在上级有关部门具体指导和局党

委正确领导下，经过办公室全体同志的广征博采、认真编写和辛勤

努力工作，于l 986年7月完成全部初稿，后又几经反复修改，终于

在1986年io月开始印刷出版。

在近两年的编纂过程中，我们曾无数次地访问了在粮食部门工

作过的革命老前辈、老领导和老工人，开座谈会和了解知情人；还

多次到县档案局、县志办、市和省粮食局史志办以及市、省档案局

等部门和单位，认真查阅了大量有关历史资料和档案资料，搜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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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近100万字的采访和档案资料．上述部门、单位和个人都给予

我们以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本志书共四编，廿一章，二十万字，照片三十七幅。上限记述

尽量延伸，下限记述到1984年末。结构层次按编、章、节、目排

列。在志书第一编，主要编写了机构沿革、人事更迭等内容；在第

二编的“粮油经营与管理”部分中，重点记述了我县解放前、后，

特别是解放后的粮食购、销、调、加、存情况，基本反映我县粮食

工作发展的全貌，它是本书的重点部分；’三编记述了党群组织工
作；第四编是综合部分。另外，还有大事记、图表，以及少量有参

考价值的材料等．

在本志的体例上，先横后纵，纵横结台，以横为主，尽力做

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全书以记述体为主．

《讷河县粮食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李广达；副组长：张乃

祺．

本志主编：张乃祺；由张乃祺、赵明秀执笔；其他编写人员

有：仲伟福、宋兰坡、张品山、穆玉林等。特别是离休老同志仲伟

福、张乃祺两同志为编写本书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编写时间较紧，加之文革十年动乱，资料不足，并由于我

们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和误差，诚请读者批评指正。并寄希望于

过若干午后，再编纂粮食志的续编者，给以弥补遗漏和改正谬误．

．《讷河县粮食志》编写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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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局党政领导成员目硝E左起 李春山、才文佩，张广汉、李广达

后排左起： 陶国范、郭文玉、薄青山、刘连贵

粮食志编写领导小组及编写人员前俳左起张乃棋、李广达、仲伟福、宋兰坡

后排左起：张品山、刘连贵、赵明秀



前排左起：崔岭、张乃祺、仲伟福、张显科、郭文玉，薛成志

后排左起：宋兰坡．朱占魁，李树春．李明，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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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J 9 1 7年
J2月19日：讷河县城十字大街设立粮食市场。

(民国六年) ●

1 9 2 4月 8月：黑龙江广信公司讷河分公司建立粮栈，从事收购粮食

(民国十三年) 业务。

秋季：讷河县政府制定《黑龙江讷河县积谷简章》及《办事
j 9 2 p年

细则》，并设积谷董理处。

(民国十八年) f

1’△：讷河设立盐仓，隶属吉黑榷运局．
‘

9月18日：兴顺机器面粉有限公司成立，地址在拉哈站，田式忱
l 9 3 0年

为总经理．

△ ：永茂长火磨创立，地址在县城东大街路南，孙作林为
(民国十九年)

经理． ，

、

l 9 3 4年
1月：各村设立。义仓”．

(伪康德元年) 。●
●

1月：讷河专卖驻在所改为专卖局。对食盐卖行专卖，后又
I 9 3 7年

对面粉实行专卖． ‘

(伪康德四年)
6月：伪讷河县公署设。农事合作社”，控制农产品交易．

2月：建立农产物交易场。 ，

。

1 9 3 8年

5月：公布《米谷管理制度要纲》。 ．

· 9月：设立伪满洲粮谷股份公司．
(伪康德五年)

‘●

j2月：日伪实施粮谷统制。

。

l
·



j 9 4 0年

(伪康德七年)

A：日伪实行。粮谷出荷”。伪军政警宪严刑拷打农民，逼征

出荷粮，支持日寇的侵略战争。

4月： 。金融合作社”和。农帛合作社”合并为。兴农合作社”

j2月：成立粮栈组合．

】9 4 4年

伪康德十一年)

秋：日寇神工队到通南兔子沟屯(今同心公社文光大队)残酷

拷打农民，逼交出荷粮，人民奋起反抗，打死神工队队员一名．

J 9 4 6年 5月：建立讷河粮棱．

j 9 4 7r年
8月：建立拉哈粮栈。

8月：建立老莱粮栈．

j 9 4 8钜

3月：将诚河公稂仓库改为省粮食局第五仓库．拉哈公粮仓库改

为省粮食局第六仓库。

6月2z日：成立讷河供销商店，下辖制米，制粉、制油、制酒等

六个工厂．

6月22日：讷河县人民政府没粮食科，张志栋为科长．

△：嫩江企业管理局讷河办事处成立，下辖讷河制粉厂

(永茂长)，制油厂(新泉)、制米厂(新大)等．

j 9 5 0年
7月：讷河县粮食公司成立，公司坐讷河粮栈．经理何芳

辰，副经理仲伟福．姚金玺．

1 9 5 J年
．!月9日：拉哈发往满洲里口岸大豆，因质量不合标准，口岸拒

收，往返浪费T3e．953，lz5元c(旧币)．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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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讷河县粮食公司改为讷河中心县公司，管辖嫩江、甘

南，富裕．依安等县公司．

1 9 5 2年

，2月5日：黑龙江省政府发布了动员农民认售剩余粗粮的命令．

3月z8日：讷河县政府派出工作组在六区双泉村摸取粮食征购经

验。 。

5月19日：黑龙江省政府发出为贯彻“东北统一调拨粮食命令”

的指示。

加月：讷河第五．拉啥第六公粮仓库分别与讷河、拉哈粮栈

合并。

“月1日：讷河县人民政府成立粮食辩，并设讷河县粮谷储运公

司(合署办公)，同时撤销讷河中心县公司．’

J 9 5 3年

△：召开讷河县粮食系统第二届模范代表大会． 。

△：讷河粮食经济警察队建立，1961年8月撤销警察队，

改为护场队。

10,q28日：细粮实行计划供应． ．’’

秋：东北人民政府粮食部，省粮食厅工作组来本县尹家大

坡(今永丰公社城北大队)搞粮食统购统销试点．

jj月z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子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

△：东北局粮食部牛处长和省粮食厅赵副厅长率领工作组

来我县搞一三定”试点．
’

l F 5 4年
5月7日：召开讷河县粮食系统劳模大会，评选模范单位一个。

●

模范小组十个，模范个人46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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