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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史修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全国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各民族团结，人民乐业的大好局而。值此盛

世，为加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研究网情地情，探索规律，实事求是，在中央和

国务院的指示下，全国各地兴起了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

塔城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历来是新疆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建国以来，全地区的粮食上

凋，出口量在自治区均占一定的地位，粮食部门和粮食工作都发生了瞩目可喜的变化。

“民以食为天”粮食商品是人们不可须臾或离的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人们吃的如何，

是关系到国运昌盛的大事。粮食部门担负着支持粮食生产，调剂粮食余缺，组织粮食流通，

保证军需民食，促进工农业发展的繁重任务。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粮食部门广大

干部和工人的辛勤努力(当然还有数亿农民的生产劳动)，在中国大地上彻底消灭了囤积居

奇，重利盘剥的丑恶现象，使世界l／5的人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荥辱”。粮食

志的编修，把这项前无古人，举世叹服的事业忠实地载入史册，是一件利于当代，惠及后世

的极有意义的工作。

《塔城地区粮食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以忠于史实，秉笔

直书的严谨态度而进行编写的。它以详今略古的原则，既真实地记载了我地区从清代至民国的

粮食行业概况，又重点记述了新中国建立37年来，我地区粮食部门1．900多名职工认真贯彻执行

党的粮食政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粮食事业发展壮大的历程，并总结了重要的经验及教训。

这是一个填补历史空白的尝试。更是一项为今后决策提供可靠翔实的历史资料和借鉴规戒，

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社会科学成果。

主笔和各编者，不辞困顿劳苦、费时三个寒暑，从收集资料到编撰成书，殚精竭虑．我

感谢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为本志提供资料，校正勘误的单位和同志们!．

值此成书之际，粮食处党组委托我代志作序。我在疆从事粮食：亡作已经25个春秋，亲历

塔城粮食事业的兴裒演进，蓬勃壮大，盛情难却，义不容辞，写此数语是为序。
、

时维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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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塔城地区粮食志》记述了塔城地区粮食工作的建设，发展历史。为了说明问题，

在部份章常里简要记述了从清乾隆三十一年(1 766年)到1949年建同时的有关情况。本书上

断I 766年，下F[适1986年12月3i口，重点记述了建fq以后，特别足一卜一届三中伞会以后，粮食

工作的发展、变化，力图翔实。

二、全书分篇、章、节、日四个层次。上下两篇，上篇毛要记述粮食专业，下篇毛要记

述粮食专业服务的其它业务，全书共J 8章，100节，196同。突_}l{专业特点，层次分明。记，

述、文．图、像片、表并载，为了：≯省版而，在每一章前集巾图像，后集中表格。

三，从1975年开始，有蝗数字包括农九师，因额敏粮食分局的一切业务出粮食处赢接管

理，实行三统。全区总人口，总播种面积，总产量以统计处为准，其它各数字以粮食处为

准．

四．本书部分章节有交叉，但从各章内容特点出发各有侧重。

五、书中各县(市)粮食局、分局粮油购销站点分布区划图，是参考塔城地区行政区划

图绘制的，其他图片以现场拍照实物为主，个别图有绘制。

六，书中的数字一律以万市斤．万元．万亩为计算单位，个别的数字是根据当时的计划

单位记述．按照粮食系统业务规定，财务加工和人事各数字，按自然年度为准。 (每年的

I 2月31日)；购、销、存数字以粮食年度为准(每年的3月3 1日)；训拔数字以调运年度为

准(每年的6月30日)统计．

七，本书的字体，除必要时用繁体宁外，一律用1956伴同务院公斫埔句《汉7简化方案》

中的简化字。数字一律遵照国务院语言文二#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计碌局、国务院

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

准．

建国前的数字一律用汉字、建目后的数字用阿批伯数字记述，全书一册用通码编页。

塔城地区粮食处编志办公室

1989年3月



前

《塔城地区粮食志》的编修，是一项很大的社会工程，非众手不能成书。在两年半的时间

里，得以成稿，在于各级领导的重视，有关部门与各科室的配合，各县粮食局的帮助，粮食

战线上行家的指导，广大群众的支持。

粮食处党组根据中，j鲁中央，图务院(1980)16号文件提出的关于编史修志的要求，按地

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自治区粮食局编志领导小组的具体安排，于1986年6月摘调4人组成

了编志办公室，开始了粮食志编修的准备T作。 ，、

1986年8月至1987年7月为征集资料阶段。在这阶段巾，采取广收博征、在粮食系统所

有单位进行了资料征集工作，上至自治区有关部门，下至地区各县(市)，共计走访了95个

单位，翻阅摘录1200份案卷，座谈笔录70人次。翻阅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新

疆日报》，《塔城报》，共收集整理出7400张卡片，约200万字，照片223张，图30张，各种表

130张。
‘

1987年8月至1’988年7月，为志稿编写阶段。进行分章编写，于1988年7月25日完成约

50万字的初稿。

1988年8月至1989年元月，为征求意见阶段。用6个月的时间听取了自治区粮食局，塔

城地区方志编辑窒，各县(市)粮食局、粮食分局意见；f11对口业务各科室进行修改，再由负

责编写人员把各方面的意见综合总纂，产生第二稿。之后，由处领导通审把关产生送审稿。

《塔城地区粮食志》编写领导小组成员：倪1峰，时维乾、魏风岐。

办公室主任：阎金儒。

办公室成员：霍泽，刘宝、张旭玲。

资料征集：阎金儒，霍泽、刘宝，张旭玲、李永跃．安艳杰。

分章执笔：霍泽(领导班子，机构沿革2章)。

张旭玲(大事记1章)．

闹金儒(概述，粮油征(收)购，粮汕销售．市镇粮油供应、议购

议销，粮All；F．)lk，储藏与检验．粮汕调拨运输．计划统计、财务

会计，粮油价格，基本建设、职，』：教育、人事管理与劳动工资、

党群组织与T作。共计15章)。

绘 图：阎金儒。

拍 照：阎金儒、祁英杰，李永跃。周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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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核对：(按姓名笔划排列)。王银治，安景立、李永跃、辛恒庆．杨秀清、

屑舅器 周青江、迪里夏提、张一绪、张文梅、高永生，阎金儒，霍泽。

总编纂：阎金儒。

总编审：时维乾、魏凤岐．

本书资料内容上始1776年，一I?迄1986印12月3l口。初稿约50余万字，经过358处修改

后，产生第二稿，约47万字，在总纂和审稿过程中又修改1 64处，才由粮食处定稿，计18

章，100节，196目。

地区方志编辑宅副宅任樊寿义，于l 988年8月1 7日到粮食处参加粮食志修改会议，并提

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

1989年3 J】至1989年8月为审稿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自治区粮食局编志办对志稿进行

了审核：塔城地区方志编辑室编辑蔺茂奄审读了志稿；编辑室主任党东颉重点审读了志稿的

有关章节；地委副书记、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阿勒布斯拜，地委委员．地区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副主任蒋荣生听取了地区方志编辑窀审稿人对志稿的审读报告，提出了对志稿修改

的指导性意见。

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经过8月3日和4日两次会议决定，由史志办主任党东颉，编辑蔺

茂奎，统计处刘大强，档案处副处长刘文馨，保密委员会副主任唐科海，粮食处处长时维乾，

原粮食局副局长魏凤岐，粮食志办公室主任阎金儒8人组成审稿小组．由阎金儒执笔把每个

部门出的修改意见汇总，统一进行修改增补，最后定稿。

对于提供帮助和支持的单位与个人，我们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编写水平有限，志书中一定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续

修时纠谬补遗。

编者

198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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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地叹粮食系统1 986年7月在裕民召开饲料工作会议(上集，第六章)
j 956年建的塔城面粉厂 (同上)

沙j蛮靛洮厂 (同上)

沙湾娘食局l 97641-以前活动碾米机 (网上)

琢始如工用具——木臼，(哈语凯烈) (同上)

乌苏粮食局七十年代水磨沟水磨遗地 (同上)

托里县粮食局-匠十年代初老风口水磨遗地 (旧上)

和西j克赛尔粮食局红旗公社人十年代水磨遗地 (同上)

塔城1f}i粉厂七十年代建榨油车J’日j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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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民粮食局1986年建食品加工厂(上集，第六章)
额敏粮食局l 983年建红花榨油厂 (同上)

乌苏粮食局七十年代在天山前进牧场建战备粮油加工厂 (同上．)

乌苏粮食局1985年用旧制粉车间改建的饲料加工车间 【同上)

沙湾粮食局六十年代建固定碾米厂 (同上．) ·

精选清理筛，每小时清理1．25吨粮食(上集，第七章)

活动扒谷机 (同上)

高频率震动筛 (同上)

l 5米输送机 (同上)

一般清理筛 (同上．) 。

塔城市粮食局城镇玉米库码垛保管玉米 (同上) ．

建国初期“千打垒”粮仓 (同上)

建国初的土园仓 (同上)

六十年代房式和土园仓 (同上)

六十年代末土园仓 (同上，) ，、

七十年代房式仓． (同上)

八十年代砖混结构标准仓 (同上) 。，，

1955年建新地房式粮仓 (同上) ．。

1938年建塔城新城粮库 (同上)

l 955年建石河子粮站 (同上)

毛留湾石洞粮库 (同上)

1986年自治区粮食局、塔城地区粮食处在和布克赛尔红旗粮站验收“四无粮仓”

乌苏中心仓库烘干塔 (同上) (同上)

1978年出席全国先进单位的塔城东风粮站(同上)

额敏粮食分局西伯提粮库 (同上)

l 985年评为自治区先进单位——哈尔毛墩粮站
’

(同上)
塔城地区粮食局“五五”， “六五”期间粮油流向图(上集，第八章)

塔城地区“二五”， 。三五”期间粮j油流向图(①⑦) (同上)

五十年代粮食系统主要交通工具——马拉扒犁子 (同上)

五十年代主要运输工具——马拉四轮槽子车 (同上)

和布克赛尔运粮骆驼队 、 (同上)，

六十年代运输工具——两胶轮马拉大车
9

．(同上)

七十年代初运输工具——四轮拖拉机 (同上)

七十年代中期运输工具——解放牌汽车 (同上_)

八十年代运输工具——东风牌汽车 (同上)

八十年代初交通工具——北京牌小汽车 (同上)

八十年代中期交通工具一进口越野车(巡洋舰) (同上)

播种面积，总产量、总人口，人均占有粮食图(下集，第一章)

固定资产，工资增长、粮食经营、财务盈亏图(下集，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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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办公室(下集，第四章>

六十年代初办公室 (同上)

七十年代初办公室 (同上)

七十年代末办公室 (同上)

八十年代办公楼 (同上)

八十年代制粉车间 (同上)

1959年塔城面粉厂出席全国先进单位锦旗(下集，第五章)

塔城东风粮站出席全国先进单位锦旗

塔城市粮食局第三粮油门市部1984年评全国物价公平先进单位

1 985年和布克赛尔城镇粮库评为自治区先进单位

沙湾粮油加工厂1984年评为自治区先进单位

乌苏哈图布乎粮站1985年评为自治区先进单位奖枥：

塔城粮食局知青厂1985年评为自治区先进单位奖杯和锦旗

沙湾粮油加工厂领导班子合影

和布克赛尔粮食局招待所，1986年接待美国外宾

粮食处领导班子(下集，第六章)

粮食处党组成员 (同上)

购销科成员 (同上)

基工科成员 (同上)

储运科成员 (同上)

办公室成员 (同上)

粮食处全体合影 (同上)

财务科成员 (同上)

《粮食志》办公室成员(同上)

职工增长图(下集，第七章)

1 984年粮食部在额敏红花油厂召开技术鉴定会(下集，第八章)

1985年粮食系统政治思想工作会议 (同上)

地委书记吕乾Ⅵll在政工会议上讲话 (同上)

先进单位在领奖 (同上)

沙湾粮油厂领导班子在讨论发展规划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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