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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荥阳市粮食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警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及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

地记述荥阳市粮食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断限上迄民国肇造，下至1998年。个别章节如建

置、田赋、机构追记至事物发端。详今略古，服务现实。

三、本志以志为主，辅以述、记、图、表、录。志设编、章、节、

目，以节、目为叙述主体。概述、大事记不计章节。
‘

四、概述为宏观论述。大事记为志中之史，乃全志纵座标。

以编年体为主，辅以本末。内容包括粮食机构设置、制度、改革

等大、要、新事。

五、语体文记述。引用史料，保存原貌，不作演绎。人物不

加称谓。

、六、厂史朝代沿用通称。‘民国以前历史纪年使用中文，本节

第一次出现，加注公元纪年。中共建党以来的活动，一律用公

兀。

七、计量单位用公斤、公里、元。旧时田亩与币值按照历史

计法，不作换算。 ．

一八、本志收录资料，属于人民共和国以前者来源于有关档案

与文献，不再注明出处。建国后资料以市统计局统计资料为主，

辅以本部的业务资料。

九、荥阳于1994年4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称荥

阳市。行文中涉及设市之前者，沿称荥阳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斑g
_
_
⋯

t
l
￥

H
■

：¨ ：、、

t，一二／，

Ⅸ
∞

!
-』

二
—
二
二

f
．
7

4
，

’

R

i
=
l

_

●
-

-
r

-

轱
．

二

￡
：

_

IlL二
s

●
一

I

。
柚
I：：

’

。
。

妇

普

扎
一

‰f；

，∥～圹
。

吖一．一∥．。Ⅳ

鉴磋目9堇
雌

。强，～

i
■■

0C§Y：

■‘

R

■



荥阳市基层粮管所分布图



左一局纪检书记冯兰枝、左二局长郑国华、右二局党委书记徐木森、右一副局长吴日林等局领导在研究工作

粮食局中层领导、各科室科长、主任

和二级机J构领导 ：

霉L

左二市政府领导张银岑、左一局党委书记徐木森、右

二局长郑国华、右一纪检书记；马兰枝在表先会上





华在表彰才

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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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粮库博大面粉主车间

车站粮库博大面粉厂化验室

车站粮库博大挂面厂

删蛾

车站粮库博大挂面厂产品

q

一／庸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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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鲁德政

“民以食为天”，反映了中国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要求，说明粮食是人类赖以生

存的主要食物来源。粮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无粮不稳”，这是历史

的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加上天灾人祸，广大劳

动人民挣扎在饥饿的死亡钱上。仅1942年旱灾，当时有20万余入的荥阳，就饿死6

万余人。粮食市场又被豪绅富商操纵，市场动荡，民不聊生，劳动人民“抢粮”、“抗

粮”和“反饥饿”的斗争时有发生，粮食问题始终是困扰政局的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

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荥阳县委、县政府及其领导的粮食局，在恢复和发展粮

油的同时，十分重视粮油商品的流通和分配，建立和充实粮油机构，国家实行粮食统

购统销政策，合理分配粮食，保证了社会各方面对粮食的基本需要，基本扭转了粮食

7市场长期动荡不稳的局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农村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了粮食政策，提

高了粮油收购价格，进行了一系列商品粮流通体制的改革，实行粮食商品化，经营市

场化，粮食流量和商品率大幅度提高，不仅完全解决了全县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而

且结束了全县人民以杂粮和薯类为主的食物结构，小麦面粮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

主粮。同时，社会主义粮食企业自身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初步实现了分配爸‘埋型

向经营服务型的转变，粮食工作开始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

面向2l世纪的人民群众，希冀食品安全、卫生并具有必要的营养，故老百姓又

从“民以食为天”到“食以洁为本”再到“食以法为准”，将经历人类社会粮食观念的质

的飞跃。

《荥阳市粮食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特色鲜明，文字朴实，篇目设计颇具匠心，

全面地反映了荥阳市粮食工作发展变化的面貌。这是编纂者艰苦笔耕、无私奉献的



·2· 序

集体智慧结晶，实在是可嘉、可贺、可佳、百r佩。她的付梓，必将对了解“昨天”和“前

天”的粮食，推动“今天”和“明天”粮食工作的健康发展，并对“存史、资治、教化”无疑

是大有益处的。

现在受《荥阳市粮食志》编纂组之约作序，盛情难却，写下一点感触，权作为序。

1998年元月28日

(鲁德政系中国地方志协会副秘书长，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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