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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良去

一九九，·耳三月局党政领导合彩

左起：党委委员副局长王宜存、党委委员副局长姜志臣、党委书记局长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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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志

一九九九耳十月局党，政领导与机关工作人员合彩

左五王杰为i998年6月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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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葛 膨档寅矗

加橇达奇区粮库烘干晤一

大粤安岭岭南穆库◆

屿两粮库钢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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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国以粮为本，民以

食为天，粮食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至关重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编修一部粮食志甚为必要o

<大兴安岭粮食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详今略古的记述了大兴

安岭自清朝以来各时代对粮食不同的治理政策和办法。收录了粮

食生产、购、销、调、存，加及其它诸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目的是为

当代和后代从事粮食事业人员，以及关心，研究粮食问题的领导和

读者了解粮食事业的发展过程，总结粮食工作经验教训，为探索大

兴安岭粮食经济发展规律提供借鉴。

旧中国清朝，民国时期官府对大兴安岭呼玛，漠河只注重黄金

生产，忽视粮食生产，种粮较晚，发展缓慢。日伪时期官府统治粮

食，平民百姓食粮不足，生活困难。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粮食

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粮食生产迅速发展，粮价稳定，保证供应，人

民生活日益改善o

1964年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粮食战线干部职工以“学大

庆，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苦干实干多快好省地建粮库和粮食供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点，调粮，存粮，保证了十万会战大军和人口剧增的粮食供应。为大

兴安岭林区顺利开发建设和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o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食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改革开放”

的方针，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活跃了

粮食市场，优质精米精面任意选购，群众生活普遍提高o

“以史为镜，可观兴衰"，全区粮食战线全体员工将以“大兴安岭

粮食志"为鉴，继承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努力拼搏，进一步深

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优异的成绩和辉煌的业绩，谱写出光辉灿

烂的明天o

<大兴安岭粮食志>在编撰过程中，受到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史、

志、鉴办公室的热情指导，省粮食局史志办的热情指导，以及有关单

位与粮食战线的老同志热情的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使<粮食志>

顺利完成，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首次修志，缺乏经验和资料，而且由于人力和水平有限，修志人

员虽经努力，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各位领导和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粮食局委员会

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粮食局

199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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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大兴安岭粮食志>按<大兴安岭地方志编纂通则>的要求，

首先设计和审定了篇目，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以事分类，以时

为序，横排竖写，采取篇，章、节纠，全志包括序言，凡例、概述、大
事记，专业和各县区粮食，后附附录，共1l篇63章126节30万字。

本志取事范围依据史料记载，上溯到清朝，下限至1999年，详今略

古，以粮食专业为主体，附以图表。

二、为了突出重点，梗概全貌。记其变化，简述发展，篇首概述

了大兴安岭呼玛，漠河等县的由来，粮食生产起始与发展变化，突出

概述了粮食工作为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和发展时期，边创业边保

证粮油供应的重大贡献o

三、大事记以记载与粮食直接相关所发生的大事，要事为主要

内容，并以年为序o ：

四、伪满以前年代的表述，皆在公元年代后括号内说明朝代，年

号。本志年代表述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年代o

五、本志所列粮油购、销、调、存、加的统计数字，在1953年实行

粮食统购统销以后，均系粮食年度数，粮食年度起止时间从当年4

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止。



六、本志的计量，计数单位均以历史资料为准，未加换算，如市

斤、公斤、吨、元(人民币)o

七、本志对伪满部分记载，均使用历史原词，如“统制"，“出荷"，

“配给”o
。

。八、本志编写的特点是以粮食业务流转程序展开的，简明地记

叙了大兴安岭土地开垦与粮食生产，粮食分配与流通，同时反映了

各时期机构沿革与人事更迭，粮油价格，企业管理等真实情况。

九、1964年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前，境内主要是呼玛县(属黑龙

江省行政区)加格达奇、松岭(属内蒙鄂伦春自治旗境内)，1964年

林区开发后为大兴安岭特区、地区。本志在阶段、文字、事例和图表

以此箸述。

十、修志时间，1996年9月以前，按上级修志的部署召开会议，

贯彻落实修志工作，建立修志组织，从1996年10月开始编撰<粮食

志)1999年7月15日完成送审稿。报送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地区

地方志办公室于2000年4月5日以大志文(2000]30号批复准予

印刷出版o

十一、因初次修志，缺少经验和历史资料，水平有限，虽经努力

多次审改校对，但错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领导和同志批评指

正o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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