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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潘炳钊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关系国计民生，是一种特殊性的商品，

人民赖以生存的养料，它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纵观古今中外，有粮则安，无粮则

乱。仓廪足可长治久安，粮秣缺则百姓饥馑，国本动摇。历代田赋和建国后粮食

的征、购、销、调、存情况，都是反映社会治乱，经济盛衰的头等大事。

本志所记载的粮食史料，上朔自清末民初，下断至1991年，时近百年长，粮

食是个严峻的问题。建国前，土地的大部分为极少数地主、富农所占有，而耕作

的大多数贫雇农、下中农阶层，只占小部分土地。封建私有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

展，加以收获的粮食，为地富和资本家所操纵，盘剥百姓，这就使广大人民的吃

饭问题，矛盾非常突出。历代王朝和国民党政府，只抓田赋钱粮，照顾朝廷俸禄、

官兵军饷，岁入的粮食，没有解决好人民吃饭这个根本问题。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发展粮食生

产，立足自力更生，基本做到粮食自给自足。对粮食的管理，先后采取过短暂的

征借，依法缴纳公粮，实行统购统销等，把粮食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变为国家垄

断。六十年代，曾一度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开放农贸市场，粮食可以上市调剂；八

十年代改革开放，实行计划市场经济，在完成粮食任务后，进行议价购销，活跃

城乡经济。1985年，虽然统购改为合同定购，但粮食任务不变，国家仍牢牢地掌

管着粮权，保障了军需民食。国家还在价格上采取购价高于销价，由财政补贴，稳

定群众生活。中国是一个大国，凭只占世界可耕地的7％去养活全人类四分之一的

芸芸众生，只有党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粮食问题才能解决。

番禺县虽属粮产区，但同全国一样，建国初期由于国家未有控制着粮源，市

场就欠稳定；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国家粮食部门统管了粮食的购、销、调、运

和存储，保障了人民生活和市场物价的稳定，并且支援了城市经济建设和灾区恢

复生产。在这些方面有赖于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

支持，才取得了四十年来粮食局势的稳定。我们粮食干部、职工，也为巩固工农

联盟，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稳定人民生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番禺县粮食志》的编纂，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尽可能收集清末
·1 ’



及民国期间的资料．加以整理，概括记叙，以填补清代及民国期间在粮食工作方

面记述的空白，并以稍多的篇幅，较详细地记载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粮政措施，粮油统购统销政策，以及粮油价格，储运、保管、加工、企

业管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本志经过多次修改补充，核对事实，

力求去伪存真，忠于历史，寓论断于叙事，以达到“存史、资政、教化”的目的；

并借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使粮食事业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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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所用地名，均属当年番禺地域范围。例如现广州市郊，东至东圃，北

至钟落潭。1957年底以前，原属番禺，以后划归广州。成为现之广州市郊区。至

于一些地名的改称，志内尽可能用括弧注明。

二、本志内所用之度量衡单位，均按历史时期记载，但为方便阅读起见，对

常见之度量衡，只在“凡例”内予以注释，不再在文内详解。例如t一排亩等于

1．25884市亩。一市亩换算为0．79438排亩，一司担等于120．234市斤，一市担等

于83．171司斤；一市石一般规定为108市斤，但亦有收粮超至110市斤者。市石

以下为市斗、市升、市合，均为十进制。建国初期，每市斤以16两计，以后亦改

为十进制。

三、本志内所称之土地税，实为民国时期一项主要税捐。土地税分农田和城

市宅地两部份，前者称田赋，后者称宅地税。但宅地税为数不大，故土地税收入

主要是田赋收入。志内谈及之土地税，应指农业田赋(建国后通称公粮)。

四、志内所记货币值，按当时原币制名称、单位记载。民国期间先后使用过

大洋、毫洋券、国币(或称法币)、关金、金园券、银元券等。沦陷期间，汪伪政

权曾使用日伪“军票"、“中央储备银行券"(日军投降后，日伪票券均停止使用)。

建国以后，货币称人民币。但建国初期至1955年使用的是旧人民币，1955年3月

1日后，旧人民币兑换新币，比率是新人民币一元兑换1日币一万元。

五、名称、称谓：本志对各时期的政治机构和官职，均按当时历史记述，不

加政治性定语。例如清朝不称“满清"，民国政府不称“伪政府"1人称一律不冠

以“先生"、“官长"、“同志"、“反动份子"等。但沦陷期间的傀儡政权，仍称

“汪伪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志中简称“建国后”。1950年后志中所称的

“党和政府"，系习惯用语，是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六、历史记年：建国前按历史习惯用法，但清朝年代加注公元年份，以便阅

读。民国期间年份，志中则不再详注公元年号，以省字数。读者只须以民国年数

加1911，即知当时公元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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