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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县粮食志》

编写领导小组

组 长:龙景严

副组长:彭开金 陈代海 舒贵选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天星 王先荣 王佳林

甘功云 杨明聪 陈通金

吴国星 吴增江

王 笔:舒贵选

副主笔:何俊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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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前排左起:
何俊俭龙景严舒

贵选吴国星杨明

聪陈代海后排左

起:彭开金吴增江

县陈通金邓天星甘
根功云王先荣王佳
局林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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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子

舍前排左起:

于隆德舒贵选

后排左起:龙景严

陈代海 彭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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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问脚硅

城关苏式仓



白市木板仓

江东祠庙仓



立式油罐

民国铝制斗



白市家祠库仓

县粮食局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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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祖国发生了举世瞩目

的巨大变化。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人民安居乐业。堪称当

今盛世。《天柱县粮食志》值此当今盛世编篡成书，深感荣幸。

《天柱县粮食志》编写工作在天柱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的领导下，

历时六载，三易其稿，浓缩精炼，功到书成。本志约十五万余字，共

分 10章 36节。其中主要章节被收进《天柱县志)). 1(商业贸易"篇，

约五万字左右。

本志的编写，遵循"详今略古"原则，反映了二百九十年天柱县

粮食政事的基本轮廓，以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为主线，记

述了天柱县粮政的变化和发展。本志取材翔实，内容丰富，叙述得体，

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是一份较好的文献。《天柱县粮食忘》的问世，

将对天柱县粮食部门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粮食作为人类生存的重要依托和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从统治当

局到普通百姓，都把粮食视为"生命"为之争夺不已。《天柱县粮

食志》以最普通的粮食，最典型的事实，揭示了"千两黄金米下死"的

纪实。书中记述的"丙寅饥荒"和"八五大早"颇具典型。发生在公

元一九二五年的"丙寅饥荒"与发生在一九八五年的特大旱灾形成鲜

明的对照。六十年前的大旱，造成"野有饿拜"、"路有暴骨"的惨状，六

十年后的特大旱灾却化险为夷，展现出"重灾人心不乱，灾年不见粮

荒"的安乐景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一次得到充分体现。

本志从不同所有制形式揭示粮食生产问题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互为作用规律。建国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豪门大户占有大量的肥田

沃土和粮食产品。而农民却严重缺粮，常年难得温饱，如牛负重的税

赋，使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大户与农民之间苦乐不均，

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激起了农民的奋力反

抗。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改革土地制度，调整生产关系，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顺应民心，拨乱反正，给农民以休养

生息的机会，及时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

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粮食丰产丰收，展现出国有储备，户有存粮的大

好局面。两种所有制形式、两种生产关系，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为

后人留下了有益的教育史料。

本志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发展过程，揭示流通领域的趋势走

向。关于商品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的记述，主要侧重于党和人民政府

关心人民疾苦，重视粮食工作，保证军需民食所采取的重大决策。为

巩固人民政权，安定人民心理，中央于解放初期颁布了粮食统购统销

政策，制止私商囤积粮食，稳定了粮食形势。随后为稳定农民负担，

又实行"一定三年(五年)不变"等办法，人民政府以诚相待，取信于

民的政策都在书中作了记述。敌伪政权横征暴敛等行径也载于书中。

稳定粮食价格，是稳定粮食局势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粮食购销

价格倒挂，国家承受着严重压力，这是党和政府在粮食问题上所采取

的"忍痛割爱"举措，也是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所采取的一项重要

政策。随着粮食商品率的逐步提高，粮食价格逐步理顺，倒挂的购销

价格将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将是全面放开的市场价格。

我县粮食事业的发展，经历了近四十年的风雨历程，除粮食流通

和消费领域取得令人满意成绩外，在粮食储存、基本建设、科技改革

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 。 粮油加工由人工操作的工具被机械化设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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