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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局平面图内容说明

l、单位占地面积：2331m2

2、建筑面积：2385m2

3、办公室：1 3 t；-1 建面：234mz

4、宿舍：77l骚-／ 建面：1806mz

5、伙房：9间 建面：230m2

6，硬化地面：500m



莆 孝
刖 青

盛世编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我国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我们欣逢盛世，亲

自参加编写《粮食志》，倍感光荣· 、

l 9 4 0年，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需要，莱西县建立了粮食机

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粮食部门征军粮，收马草，积极支

援前线，蓉为保证部队的供应，争取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粮食部门认真贯彻执行粮食“统购

统销舟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保证了粮油的合理供应。

1．9、5 8年大跃进，工人和民工大量增加，粮食的供应量也随之加 一

大，粮食部门全力以赴组织粮油加工、运输和供应，满足了工厂和 ?

民工的需要。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部门组织人员到工厂、农村

宣传节约用粮、计划用粮，落实供应指标，挨户挨人安排生活，并

积极组织调运、调剂粮色，从而保证了人民生活，顺利地渡过了灾

荒。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广大粮食职工仍然忠于

职守，认真完成购、销、调、存、加工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各项经济建设事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了

满足城乡入民对粮油的需求，粮食部门除积极完成正常的购销业务

外，又增加了议购议销、供应配合饲料和加工熟食品的业务，同时

积极开展文明经商、优质服务活动，有力地活跃了城乡市场，改善

了人民生活。



围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建立起

来的粮食商业，担负着粮食商品的分配和交换任务，是国民经济的

“大事务长”，是十亿人民的“后勤部”。可以说粮食工作关系着

亿万人民的生活，关系着政权的巩固，关系着工农业的发展，关系

着“四化”建设的速度，．做好粮食工作是全体粮食职工的光荣职
：{：

贝。

．在长期的粮食工作中，莱西．琴的粮食机构不断完善，职工队伍

逐年扩大，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不断发展变化。广大粮食职工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许多不平凡的事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

了对四十多年来的粮食工作进行科学的总结，并准确地记录下来』
供后人借鉴，我们于1 9 8 4年8月，着手编-X《莱西县粮食

志》。 ．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访问了曾在莱西县粮食部门工作过的老同。

志，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和档案资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政治上观点正确，资料上无虚构，内容完整，文字简‘

，炼”的四条要求，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于l 9 8 8年5月脱稿。全

书共十三军，四十二节，约lo万字。概述了莱西县粮食机构的设

置，人事沿革和职工队伍情况，，叙述了粮食购、销、调、 存、 加

工等项业务工作开展情况，以及管理方法和经济效栗方面的经验。

由于我们水平低，写作能力差，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希望领导

和同志们提出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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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县粮食志》编写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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