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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志书的印行，在我县粮食系统的史页上，无疑是一件大事。 “无农不稳，无粮必

乱”，这是千古治世箴言。历代统治者，虽然也重视对粮食的掌握，但他们的目的只在于攫

取军政用粮，维护统治地位。民国时期的粮食机构——“田赋粮食管理处”，也只是单一的公

粮征收机关。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的粮食部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不仅解决

军政用粮以巩固政权，更重要的是解决全民吃饭问题，以发展生产。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

发展的需要，新的粮食机构与职能，逐步走向健全、完善。一代粮食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开

辟着创业的路。

把我们所知道的过去和走过的脚印记下来以留后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拨乱反

正，我们可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下历史功过，而且也有必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总结我

们稞蒙静经验教训。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能看到这样的一部志书付印了。

鉴古观今，古为今用。凡是关心粮食生产和粮食工作的人，都不妨读一读这本志书。这

对于了解过去，把握现在，以观未来，不是没有意义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本志将以翔实的

史料和认识价值为其特色而传之于世。我想，这样的记录应当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和时代同

步，与历史共存。

书史修志，确非易事。它凝结了广大职工和编写同志的共同心血。不少人提供了宝贵的

资料；县志办公室的同志进行了很好的指导；特别是担任编写的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此中甘苦，岁月可证。这里，我仅代表粮食局编志领导小组，向为这本志书贡献过心与力的

人们，致以深深地谢意。此书有乖史实之处，或言不尽当的地方，欢迎各方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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