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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宿迁市粮食局斯老领导班子成自在一起认真学习党

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共商部门经济发展走计。

宿迁市粮食局办公是接



(图三)宿城粮菅所采阳门市营业楼。

图四) 井头粮管所全貌。



(图五) 王官集粮管所利用矿石瓦等器材代替价高易燃的摺

席．搞好露图粮食保管以弥补仓房不足。

(图六) 皂河粮管昕(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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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七) 陆集粮管所招待所

图八) 采龙粮管所



屯)粮食加工厂的走米车间

t-)植物油厂榨油浸出车间



图十一) 宿迁粮油电子研究所研制的《微机控料收发食油

系统》。

目十二) 粮油汽车运输公司车队。



(四十三)粮食职工学校拄学棒

母十四) 蔡集粮管所“四无粮仓免鉴单位”证书。



圈十五) 宿迁粮食加工厂生产的“项王睥”特制晚籼米袖

业邵评为优质产品，荣获商业部优质产品证书。

国十六) 宿迁粮食加工厂生产的“马陵山牌”呜饲料．一

八七年被评为淮阴市优质产品，荣获淮阴市优质

品证书。



鼠警冬蛰《簟《糖回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I、r·厂“嘣1．f：、盘．-／‘2．孑。
一

．。盖

、
一

≮
j懿

j；
§

警
橙

慕
一

2《
囊

_‘
—
—日

w』
姜
羔
惑
ii葶

∥
?崭

、
2

蒌

’
『

＼
j?；

；
]等

7序
喜

帮
，

j．
茎

毒
)7、

～
蒌
互
蕊

声
!／

／
．
／
rK、

7＼
熹

未
蒜

这
≥

毒
、

妥
≯

雩
≯

麓
睾

，
ij≥

、
：

呈
烈

”
”

”
I吣

械
0∥

§
≯

迤
≥

。
三

：
7■

‘
曩

妻

∥
”
*i粉

甏
!岁

5：
j。

了
讲
≮
、
薹

{
甚
8

i．
彤

‘
镣

。
：
E。

二
．
乙

j≮
。
薹

㈠。。。⋯【J彤～芦f≯7
～
厂

、
至

肓

尊

端'LI'-C犁L—J0唧崭
荨

需
采

青
广
一

整
要

豫
专

寮
蕞

小
磋

K
释

惭
碡

弋
葛

荨
嚣

荨
田

|
嚏

窘
晕

ul

黎
薯
qf：

：
毒

采
是

袅
嚣

零
葛

嘲

蔷
专
墨
年

蚤
!

暮

岍《
卜

心《臻
≥

_
普

寨
船

辜
蕞

唼
j毒

姜
篙

{
荨

寮
等

烹
蔫

蔫

吨

唧

州b
电

旨
烹

寰
黛

寮
{

娥瞩‘
蕾

臻
_
}

备
寿

富
杠

善

昔
H

≈
曹

寓
象

矗
早

《
萼

智
i

基
{

烹
譬

譬
e

七

芝
≈

嚣
≈

}“
咀

廿
9

鼍
}
《

■
粤

罩
瞎

々
靠

窖
督

秭
J

掣
辔
_

幕
鲁

铒
赳

地
《

蕾
“

譬
妊

剐
剧

nl
甘

“
‰

岳
特

嘻
‘

柱
量

h
《

●
璺

塑
'‘

点
蛀



宿迁市粮食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窦文友

副组长：孙超 沈增发

组员： 吴良科 席雨和 万珍

孙士太 王大明 叶锋

韩以明 ·黄宏昌 周明臣

高行本 崔文成 王宗振

李利 陆裕连 朱传明

陈玉龙

主编：

副主编：

执笔：

孙超

问慧玲 叶．锋 徐培环

韩子善 王建中

徐培环 韩子善



—1上．—_】-

日lJ 舌

在各级党政领导和宿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关怀指导下，《宿迁

市粮食志莎自1987年’5月开始编写，历时三年多，今天终于和读者

觅面了。．+． ’t
+‘ ～t

．．’

·一’
．

；·一根据市志办公室的统一部署j这本志书记述的时间下限至

1987年底。对此之前我市粮食系统的机构设置、干部更迭以吸

购：销、调、存i加等方面的情况，我们本着资政、施教、存史的精神，

尽可能作了比较全面翔实的记载。’ ， ：

．’1988年至1990年，是我市粮食经济工作一个新的重要发展

时期，在上级党政领导下j我们部门建设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
‘

三年中，我市共完成合同定赠粮食犬库任务6．098。亿斤，油料

(折油)入库任务190万斤；城乡供应粮食19089万斤，食油325万

斤。全系统固定资产比1987年底净增1049万元。仓容量由

1987年底的35207万斤增加到45459万斤。粮油工业有了较快

的发展，三年共刨产值17809万元，平均每年递增9．7％，累计为

国家创利润841．万元。粮油议购议销和综合经营也取得良好的经

济效益。三年共议购粮食10525万斤，议销粮食6938．5万斤，形

成利润74．3万元；综合经营项目不断增多、渠道进二步拓宽、共实

现利润658万元，对增强部门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三年来，我们部门的干部职工队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全系

统的职工总数已由’1987年的2226人增加到2792人。局领导班

子成员和局机关机构人员相继有所调整，1988年10月陆林担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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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宿迁市粮食系统总支委员会书记，原副书记孙超改任副局长，

1990年lO月陈小平任副书记．。1989年9月，潘典谋任局长，原

局长窦文友调任市经委主任。孔献华调任粮食局副局长。1990

年12月，倪学忠调任市粮食系统工会主席，李修珍、王祥调任粮食

局调研员。1989年4月，陈玉龙任局秘书股长，粮食局增设审计

股，由监察股副股长董超负责。

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我们走访了市内外各地140多名老同志，

取得了难得的口碑资料。市档案馆、市党史办公室以及本局机关

单位为我们提供上百万字的宝贵史料。沭阳县粮食局、新沂县档

案馆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予热情的支持。这里我们谨向这些单位和

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对为我们撰稿的高行良、张公亭、陈金明、

吴步云、董超、邵林、温静以及为本志书从事摄影缮写工作的李昕、

王克献、张永立等同志在此亦并表示感射!

由于这本志书的时间跨度较长，其问的各方面情况变化颇多，

再加上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疏漏、错讹等不尽

完善之处，敬请诸位读者给予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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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1991年1月



序． 言

． 《宿迁市粮食志》问世了。这是我市粮食史上一件大事。编纂

《粮食志》是我市全体粮食职工的共同愿望。现在将它奉献给热爱

粮食工作的所有读者。 。
·．

· ，

．粮食是重要战略物资，它是一种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人民生

活和社会安定的特殊商品。翻开中国的历史，历代的变革基本上

都是从变革粮食生产体制人手的!因此，历代兴亡大都与粮食息

息相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有粮则稳，无粮则乱，这是经过实践

检验的真理。新中国成立后，粮食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

农业政策，使我市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行业也

有了较大的发展。粮食工作由单纯的管理型向经营型转化，目前

已形成管理、经营、服务、JJD-r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性的经济部

门。 ，
．

＼

盛世修志，利在当代惠及后人，为现实服务，是编纂粮食志的

宗旨，重史实，详今略古是编纂粮食志的基本原则。我们通过《粮

食志》的编写，尽可能地汇集和保存我市粮食方面比较详实的资

料，比较系统地、实事求是地反映粮食工作的发展变化的过程，较

为详尽地记述粮食流通、分配、消费等方面的实践活动。根据专业

志的特点，把粮油购销、财务、加工和储运等分章撰写，融合成篇，

是一部内容较为丰富的专业志，也可以讲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粮食

编年史。“历史是一面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粮食志》既可

供今人参考，又可供后人借鉴，也可作为本市粮食部门进行传统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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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参考资料。我衷心地希望粮食系统全体职工能认真地读完这

本书，从中获得教益，更加热爱粮食工作，为振兴宿迁，开创粮食工
作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粮食志》的编写工作从1987年5月开始，历时一年多。在编

写过程中，始终承蒙宿迁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并得到淮阴市粮食

局、宿迁市志办公室、宿迁市档案馆和宿迁市党史办公室的大力支

持与热情指导。同时得到本局各届领导的亲切关怀和许多在粮食

部门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的热心指教，’还得到社会各届人士及粮食

系统广大职工的关心协助和配合。通过编委会和从事修志工作的

同志辛勤耕耘，《宿迁市粮食志》终于成稿出版了。它是粮食系统

全体职工和曾在粮食系统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的心血和智慧的结

晶，是粮食系统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硕果。在此，

谨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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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六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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