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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 言
／J 口

东台市第一部粮食志在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殷切托付和迫

切期望中编纂定稿了，在粮食经济改革开放步步深入的新形势下

嗣世了，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仅仅是“风愿"，在盛世修志的今

天终于变成了现实，填补了本市修志工作中的一项空白。

《东台市粮食志》共15章，约30万字。本志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立足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地记载了东台地区粮食工作的历史

和现状，翔实地反映了粮食部门在不同时期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和

国家的粮食方针政策，妥善地做好收购，销售，调运，加工，储

存等项工作的业绩，这对于今后研究总结粮食工作的历史经验和

教训，探索粮食经济的发展规律，开展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将

发挥着靠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粮食志是粮食工作历史的宝贵文献，一部成功的粮食志实质

上就是一部小型的粮食百科全书，也是一本生动的粮史教科书，

这是粮食局党委和历任领导在编志工作中形成的共识，多年来，

始终把蝙志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上，明确领导分管和专人编写，从

1 9 8 O年以来，修志从未中断，善始善终地完成了这项开拓性的

任务。

修志的过程是一个学习过程，通过修志，我们不仅了解了我

市历史上的粮情，民情和灾情，同时，也学习了革命根据地粮食

工作的历史经验。通过修志，我们还表彰了历史上为粮食工作做

出重大贡献的先驱者的业绩，树立了模范英雄人物为征收公粮、

筹集军粮，合命保粮，支前运粮作出牺牲的光辉形象，发扬了粮

案工作者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艰苦创业、廉洁奉公的高风



亮节。广泛搜集，认真整理这批档案资料和口碑资料是编写人员

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继承这笔宝贵的遗产，指导今后更加自党

地做好工作，将是每一个粮食工作者的时代责任。

东台市粮食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盐城市粮食局，东台市

编志办公室，档案馆、党史办等单位及各级领导和许多离退休老

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提供了许多珍贵史料和宝贵意见，值此

志付印之际，对所有关心支持东台市粮食志编纂工作的同志致以

衷心的感谢。

东台市粮食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七月



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地记载了东台粮食工作的历史和现
状，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以达到“资政，

教化、存史"的作用，服务当代，惠及后世。

2、本志贯彻“详今略古"的原则，记事上限至民国元年，

部分章节适当上溯，下限至1987年底。

3，本志以志体编纂，横分门类，撰写史实，首列概述，综

叙粮情，继设大事记，编年纪事，照片集于志首，数表随文附插，
篇目按类设章，按章定节，按节定目，分条叙写。

4，历史纪事，建国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按历史

习惯用法，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一律以公历年份编写。

5，本志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建国前按各个时期的计量单位

记载，建国后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6，本志所记货币，建国前保持原币制名称及单位，建国后

一律以人民币为核算单位。

7，本志所载的数字和数表来源于统计部门和粮食局档案资

料，保持历史原状。

8，1 9 4 8年10月东台全境解放至1 9 4 9年9月30日这段时

间，本志_并列入建国后编写。 ’．

9、本志所载的人事状况，以档案记载为主，结会本人回忆

和调查了解的资料编修而成，故不作为个人简历证明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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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东台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属大汶日文化范畴)已有人群

在这里繁衍生息。唐代乾元元年(758年)，在海陵县设置专管

榷盐的海陵监，同时设西溪、海安二盐仓。南唐改海陵为泰州，

海陵监移驻东台场。历经宋，元，明，清(乾隆33年前)，均隶

属泰州管辖。清乾隆33年(1768年)，析泰州东北境十场(盐场>

四乡，设立东台县，隶属扬州府。中华民国成立初期，隶属扬州

军政分府。民国22年(1933年)后，先后属第八，盐城两行政督

察区。民国29年(1940年)，新四军东进，先后隶属苏北临时行

政区、苏中行政=、四、一分区，苏皖边区一分区。1949年5月，

隶属泰州专员公署。1951年1月，改属盐城专区。1987年12月，

撤县建市，仍属盐城市管辖。全市设立12个建制镇，18个乡，7 3 5

个村，37个城镇居委会，有342922户，人口1136970人(包括省

属新曹，琼港两个农场)。

东台地处江苏中部平原，东濒黄海，南邻海安，西界兴化，

北毗大丰，西南与泰县接壤。全境南北长36．5公里，东西宽63．25

公里，土地总面积2308平方公里，可耕面积162．60万亩。海岸

线长85公里，一线海堤外的滩涂为全国沿海滩涂最宽的地段，面

积有968．6平方公里，计145万余亩，水面积208平方公里。境内

地势平坦，河网交错，有串场河，泰东河、蚌蜒河，梓辛河、通

榆运河等主要航道通向外市县，并以通榆公路为主要干线贯通南

北，形成水陆集散中心。

全境气候温和，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为摄氏

14．6度，年平均降雨量1042．3毫米，年平均日照2231．9小时，年



无霜期2 2 oK。大致以通榆公路、串场河为界，形成土壤，物产，

风俗各异的堤东、堤西两大自然经济区域。堤西土地肥沃，河

港纵横，从事农业较早，以盛产水稻为主，索称“鱼米之乡打。

堤东自古以煎盐为主，清末民初废灶兴垦，以种植棉花、杂粮为

主，成为后来居上的经济富庶地区。
’

民国元年，堤东、堤西可耕面积3578顷。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

经济逐步成为东台经济的基7；Ill，以粮、棉、油为大宗的农产品逐

步成为东台市场经济的支柱。据《中国实业志》记载。民国21年

(1932年)，全县有稻t田67．2万河，产稻98．56万担，三麦产量达

2 2 9万担。民国22年(1933年)，全县有棉田105．2万亩，皮棉产

量达22．8万担。新中国成立后，变革生产关系，实行农业集体

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改革耕作制度，推广应用一系列农

业科学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面貌，粮、棉、油产量有了很大的

提高。1987年，全县粮食总产597831吨，比1949年的102963吨增长

4．8倍，皮棉总产29043吨，]：匕19d9年的562吨增长50．6倍，油料

总产23546吨，比1949年的715吨辔长3】．93倍。按照七五期间农业

总产值和粮、棉、油、肉产量排列的前1 0 0名县(市)中，东台

五项全部进入，并名列榜首。

粮棉种植业的发展促进了粮食贸易的兴旺。民国以来，东台

逐渐成为里下河地区的粮油集哉地，私营粮行、米店、油坊遍布

予台城和各集镇，抗日战争前，台城粮行多达200余家。兴化、高

邮，阜宁，盐城等地粮船纷至沓来，上海、无锡、南通、泰县等

地客商争先采购，谚云s “卖不尽的西北，买不尽的东南"．正

反映30年代中期的东台粮油贸易市场。1938年日军侵占东台后，

大肆烧杀掠夺，把台城各个粮行，库栈7万多担粮食抢劫一空，

并在台城设立“洋行"，垄断粮食市场，私营粮行，米店纷纷破

产，粮食市场一落千丈。解放战争期问，国民党军队据守主要集

2



镇，封锁交通要道，四处搜括军粮，使市场短缺的粮食更加紧

张。革命根挠’地加强粮食管理，严禁粮食出口，粮食集散中心由

国民党统治区转入革命根据地。国民党控制下的粮食市场日趋萎

缩，粮商囤积居奇，粮价一日数涨，人民群众买不到粮，也买不

起粮，在饥饿线上煎熬。

东台是革命老根据地。1940年民主建政后，在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党和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进行土

地改革，坚持敌后生产。广大财粮工作者出生入死，在征收公粮、
筹集军粮、舍命保粮，突击运粮的活动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

泣的感人事迹，为保障军需民食、完成支前任务作出了无私的奉

献，他们永远是粮食系统干部，职工学习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粮食供应十分紧张，

市场粮价剧烈波动的严重局面。在党的领导下，公营粮食部门加

强公粮的征收和余粮的收购，取得了足够的粮源，与资产阶级投

机势力进行了多次的较量，迅速掌握了粮食市场的领导权，稳定

了粮食价格，保证了城乡人民的基本生活。1953年11月，国家实行

粮油统购统销，将粮食自由贸易改为由国家垄断，这既是一项极

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经济工作。粮食统购在

“三定’’的基础上，先后实行“一定三年”、“一定五年”等政策，采

取购销“大包干"，“硬包干”、“真包干，，等形式，通过计划

收购，使国家掌捱了必要的商品粮，为安排全社会各方面的粮食

需求，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粮食统销实质上就是计划供应，

包括城镇供应和农村销售两个方面。城镇供应由“凭证购粮，，，

“按户核实供应”到“按人分等定量供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

拥护和支持，也促使城镇粮食的计划供应更趋完善。农村销售主

要是对缺粮农民以及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渔、盐、林，牧业的农业

人口的全部或部分供应口粮，这是安定人民生活，支持工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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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发展的需要。同对，国家还多次提高粮油统购价格，销价基本

不变，先后出现了三次购销价格倒挂，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收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靛食连年丰收的新形势下，国家对

粮食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统销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为

发展粮食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营作出了重大的改革。

议购议销作为统购统销的辅助手段，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遭

遇。粮食统购统销后，对社会余粮实行国家集中管理、独家经营，

单一渠道流通的管理体制，文化大革命期间，议购泌销多次遭劲

非议，被作为资本主义经营受到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实行多渠道经营。三个时期三种做法，给我们深刻的启示s从

统死转为搞活，要求我们处理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辩证统一

关系，由统价转为议价，要求我们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在粮食流通

领域中的杠杆作用，从“单一渠道，，转为“多渠道，，，要求我们

发挥主渠道网点密布的优势，把议购作为掌握粮源的补充渠道，

把议销作步支持生产，活跃市场．．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

党和人民政府历来一直关心人民的生活，十分重视农村粮食

分配及管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调整，

出现了一系列的分配形式和管理办法。粮食部门协助各级党委和

政府，把这项工作当作支援农业生产的头等大事来抓。广大粮食

干部、职工经常风里来，雨里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深入

社队了解粮食产、购、销、留和群众的生活情况，开展计划用粮，

节约用粮的宣传教育，帮助生产队留好种籽，建立粮食保管组

织，总结推广保管经验，传授粮食保管技术，为帮助社队和农户

管好、用好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广积粮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建国以前，粮食一般是分散

保管。建国初期，开始用庙宇，祠堂和地主宅院改进粮仓。1951

年以后，开始兴建国家粮仓。经过30多年的扩建，拆建和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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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至1987年，全县建成108幢各类粮仓，总容量79750吨，粮仓机械

和通风设备从无到有，初步形成了布局合理、购销方便、水陆调运

兼便的保管网络。贯彻“以防为主，防治并举”的保粮方针，科学保

粮日益普及，发展了各种粮食储藏技术，从传统的常规储藏到现代

化的化学药剂防治，先后采用冷冻杀虫、高温杀虫、净粮保管、缺氧

保管、三低储粮、大米保鲜等方法。国家粮库“四无，，水平和农

村社队保粮水平逐年提高，全县31个保粮单位实行“四无"，占

保粮单位总数的91·2％。粮库经营管理工作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充

实和提高，培养了一支熟悉专业知识的保粮队伍，加强了制度建

设，实行了定额管理和民主管理，试行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从而促进企业由管理型向经营型转轨，适应了粮食经营的需要。

粮油调运是组织粮油商品流通、进行余缺调剂的一项重要工

作。历年来，随着购销业务的发展，调运量不断增大，粮食部门

始终执行统一调运的管理制度。根据粮食流向，注重合理运输和

安全运输，选用廉价工具，尽量节约费用。1976年，全县建立了

一支粮油专业运输队，满足了生产经营的需要，取得了明显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粮油加工历史悠久，由使用土砻、木榨进行手工作坊式的加工

生产，发展到工艺、技术、设备先进的机械化生产，经历了新|日

社会的巨大变化。在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的粮油工业承担着支援

前线、保障供给的任务；战争结束后，继续发挥着稳定市场、服务

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建匡以后，大批私营粮油厂坊改造成为社

会主义新型企业，同时，根据调整粮油工业布局的需要，辽扩建、

新建了_：批粮油加工及粮油机械骨干企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

提高，大力开拓生产领域，积极开展粮油副产品的综合利用，生

产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由单纯的米、面、油发展芫综合性的粮油食

品，名特优产品相继涌现，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1987年，粮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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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值近5000万元，实现利润5 4 5万元，初步形成了一个门类齐

全、布局合理的粮油工业体系。

油脂购销工作在解放以前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新中国成立

以后，经历了自由购销，统购统销、三中全会以来新发展等三个

阶段。30多年来，油料生产起伏较大，呈现出波动不稳一一停滞

不前一一迅速发尾的波浪型前进的趋势。随着国家油瞻统购统销

政策的完善、调整和发展，粮食部门充分发挥独家经营、单一流

通渠道的优势，统筹做好油脂的购销业务和市场安排，搞好油脂

的合理分配，逐步解决了油噜产需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食油

消费d：平迅速提高。1959年以来，全县一直是余油地区。1987年，

收购油料折油5520吨，销售食油2066吨，差出3454吨。

饲料是畜牧养殖业的物质基础。发展饲料生产，搞好饲料供

应对于发屡畜牧养殖业、改善人民生活，改进人们的食物构成，

具有重要的意义。建国以后，由于粮源紧缺及粗放饲养，一直制

约和影响菁饲料工业的发展。粮食部门的饲料工作主要是管好用

好饲科粮，组织司料洪应，为传统的饲养方式服务。80年代以来，

饲料工业随着畜牧养殖业的发展而迅速崛起，硷县先后兴办了三
个园营饲净}厂，年生产配合饲料4万多吨，逐步实行了现代化生

产和专业化经营。

粮油财务对粮油企业的购、销、调、存和加工具有服务和监

督的双重职能，起着促进和制约的作用。?o多年来，财务管理体

制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随着各个时期政治、经济

形势和粮食形势的变化，经历了“两收两放，，的变动，80年代逐

步下放到县。全县粮食企业贯彻“勤伶办企业，，的原则，在统一

会计制度、改进核算体制、加强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做好商品，

财产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改革。广大职工努力搞活经

营，大力开展粮油加工，积极发艮食品、饲料生产，组织议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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