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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涣市粮食白志
，箍岩嗽

《本溪市粮食局志》编纂办公室编

一九八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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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粮食局党政邻

左起：夏跃生，郭土山、赵庆久，

洪

张钧虱筹崔景、茕相乎孟

傅

．久宏庆影赵赵

厶口

、

、锵掳排数球I届奇君历子元局姚马

食、

、：粮山波堂市土清文▲郭刘邢兴生良嘉跃修赵夏房

起起左左排排

波清姐}，耪马影相合昭}‘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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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局党委常委合影

赵庆久、孟昭相、王基荣、房修良、邢文望

▲局志编纂力公室全体合影

芷起：杨书梅、关志梅、吕绍周、刘书文、温德沛、董福苍、韩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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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山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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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市粮食局办公楼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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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面粉厂外景

▲火连寨粮库力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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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山粮库自动化油罐群



▲铧尖子粮库人参园

▲铧尖子粮库人参嗣



▲桓仁县粮食局汽车队运粮情着

▲大峪粮库专用线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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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市粮食干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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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四九年夏从东北人民政府调来本溪工作的。在本溪

度过的三十多年中，工作岗位虽几经变动，但绝大部分时间是做

粮食工作。‘所以，，我对本溪粮食工作是很有感情的，可以说是亲

自触模了它跳动的脉搏，目睹了它的发展和壮大。

刚来本溪时，面临着恢复生产和解决全市人民吃饭的严重问

题。由于日本统治者长期掠夺式的生产，光要产品，根本不管人

民生活，城市生活设施异常简陋，仅有几家私营粮谷加工作坊也

是设备陈旧，生产水平极低。国民党盘踞本溪两年多，只打内战，

不顾生产和人民生活，就连日伪时期残留的“义仓”积谷也洗劫

一空。我们是从敌伪手中接过来一个空摊子。’

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本溪人民的生活，从各兄弟省市给本

溪调入大批粮食和食油，保证了城市供应，促进了生产的恢复。

本溪的粮食商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现

在·个适应本溪特点的大、中、小型相结合的粮油仓储、加工、供

应企业遍布全市城乡，粮食装卸、搬倒、烘干、储藏、加工、运

输设施比较完善，操作机械化、自动化配套成龙，粮食工人早，已结

束了扛麻袋、上跳板等笨重劳动的历史。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也



培养锻炼出一支热爱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工队伍。

这支队伍为本溪的建设和粮食工作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回顾历史，使我深切感受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振兴本溪，也才能有粮食工作的健康发

展。建国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本溪的粮食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下，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又是极其宝贵的。

因此，在多年的工作中我时常这样想：能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写成

一部本溪粮食工作发展史，让后人了解它，熟悉它，起到承先启

后的作用，并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搞好粮食工作的全面改

革，该是多么重要的大事啊。今天，《本溪市粮食局志》问世了，

了却我多年的心愿，感到由衷的高兴。

本溪尚无旧志，史料也残缺不全，粮食局的同志们写成这部

志书，尽管有不足之处，但为我市粮食工作提供了可为借鉴的宝

贵资料。谨致祝贺。

198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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