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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江津从古至今，土地肥沃，粮产丰富，人民勤劳。但

在旧政权统治时期，由于反动政府横征暴敛，恶霸劣绅巧

取豪夺，因而农村破产，民不聊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二年来，本县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努力除旧布新，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

道，过着崭新的幸福生活。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进入了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二大，号召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

面。现在政治安定，经济活跃，人心振奋，前程似锦。

江津于南齐永明五年(公元四百八十七年)开始单独

设县以来，迄今已有一千四百九十多年。除清代和民国时

期的志、书，对本县粮产，田赋征收略有记载外，余均湮

没无闻无可稽考。现在，欣逢盛世，全国兴起了修志高

潮，广大人民迫切希望编写一部《粮食志》，总结历史经

验，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为四化建设服务。

在党中央指示精神的鼓舞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

部署安排下，粮食局党组把编写《江津县粮食志》的工作

歹lj入议事1日程。决定常学士、胡文卿、代世游等同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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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组，由杜映鹏同志主笔。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力求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出一部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比较统一，全面记述从清末以来近七十年的粮食史

实的《江津县粮食志》。在编写和修改中，得到江津县档案

馆、江津县统计局、江津县民政局，江津县财政局1重庆

市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曾有王用淘、龚维德、陈鸿

翔、周金海、张有才、张有昆、张子中、刁正中、蒋浩

等不少同志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江津县志编委会具体指

导了我们的工作；邱质彬、陈石夫、漆靖邦、古基祥等同

志为本志审阅、修改和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中国人民大

学胡惠秋同志给予了热情帮助；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常

委的领导关心、支持，才使本志得以完成。在此，致以衷

心的感谢!

中共江津县粮食局党组书记

江津县粮食局局长 7考孝
一九Jk-"年十二月一日



编辑说 明

一、《江津县粮食志》上限为一九～年，下限为一
九八·争(建置沿革、田赋演变不受此限)。根据详近略

远、详今略古的原则，内容的重点是建国以后的三十二

年，着重展示本县粮油发展历史的基本情况及其规律。按

时间顺序分篇叙述。

二、历史朝代有“明"、 “清"、 “民国"，对帝王

称其年号，如光绪、宣统，对人物一律直称姓名。

三、记年，解放前用旧历，在括号内注明公历。解放

后通用公历。

四、为求史事翔实，我们极力，’‘征博采。所征引的资

料有历史档案、手稿、电稿和当}i寸的报刊、论著以及当事

人的回忆录。对于某些互有歧异的史料，我们作了必要的

考证，求真存实。志中涉及的人和事，一概秉笔直书，不

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不为贤者讳。

五、本志分篇，下有章、节、目。包括“志"、



“图"、“表"、“记"，．以志为主，记述有据，行文忠

实。

六、《江津县粮食志》从一九A--年二月开始采访、

编写、历时近一年时间，前后经过四次修订。全志共约二

十万字。它是许多同志共同劳动的结晶。但因资料搜集深

广不够，编写人理论水平、专业知识和写作能力有限，加

之时间仓卒，在内容和文字诸方面遗漏、错误在所难免，

敬请，11大读者批评指正。

杜映鹏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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