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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活振食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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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市粮食局办公楼

牡丹江制粉厂



牡丹江制米厂(第一粮库)

牡丹江制油厂(第二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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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粮油食品贸易大楼

牡丹江人民粮店



牡丹江饲料公司

牡丹江粮食机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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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届领导班子合影
左起：单志超 祖国成 王瑞臣 李洪业 刘志学 宋其良

史志领导成员合影
陈庆祥 宋炳耀宋其良 孙福长 赵树发



序 言

编史修志，乃盛世之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历史文明的

标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出现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民

族团结、粮食工作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值此盛世，省粮食局和市政

府部署修志，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壮举。市粮食局成立编审委员会和

史志办公室。坚持唯物史观和四项基本原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

忠于史实，秉笔直书．，记述牡丹江市粮油事业的兴衰起伏，揭示粮食

工作自身的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用以存史，教育后代和指导现

实，意义重大。

《牡丹江粮食志》记述粮油经营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历：清朝和民

国时期粮油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粮油工商业处于萌芽时期，生产力水

平低下；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牡丹江．从自由经营到疯狂掠夺和残酷地

控制粮食消费，人民受尽苦难；解放后，粮油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支

援了解放战争，适应形势，变自由经营为“统购统销”；受灾困难时

期，一手抓粮源，一手抓节约代用，渡过了难关； “文革一时期，厂

不停机、店不停销，市场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食企业

在改革中调整了经营机制，企业由管理分配型转向经营服务型。

·《牡江丹粮食志》横剖纵述粮油经营的历史演变J』实践证明，

粮食工作是稳定社会，稳定政局的大事，它关系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

系，既是经济工作；又是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 “民以食为天”、

搿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一，这是历史的经验总结。粮食工作顾大局，识

整体，分担困难，历行节约，在贯彻党的政策，保证军需民用，稳定



市场，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方面体现了党的粮食

政策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牡丹江粮食志》为开创粮食工作新局面提供了历史借鉴资料，

可称之谓粮食工作的重要历史文字遗产，它必将成为粮食系统广大职

工继承和发扬粮食工作的光荣传统和热爱粮食工作的动员力量，把老

一代粮食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开创的粮食事业发展下去，再登一个新

台阶o 。

‘· -‘

‘粮食工作前程似锦，7把蕴藏在粮食战线各个角落里的开拓者发掘

出来，谱写粮食工作历史的新篇章。

应市粮食局之约和我在粮食战线工经多年，谨书此数言， 以为

序。

籀绣撕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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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志书上限清光绪元年(1875年)，、下限至1985年末。

二、志书，以记、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用语体文横

排纵述粮油事业发展的历史全貌。

三、志书坚持唯物史观， 搿详今略古一，重点记述解放后粮油经

营的历史演变；业务环节，以购、销、调、存、加为重点·

四、志书资料来自北京、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宁安档案

馆和图书馆，牡丹江市档案局、市志办、市粮食局档案室、各科室和

口碑资料共107万字，其中汉字资料75万宇，日文资料32万宇。

五、历史各称一律沿用历史通称。纪年，清朝以前用汉字，括孤

内记公元纪年；民国和伪满时期用阿拉伯字，括孤内记公元纪年。

六、志书在《概述》之后分十九章八十四节共二十万字·



述

牡丹江市区，地处张广才岭-9完达山麓之间，群山环抱，玉树笼

烟，，碧流纵横，景色秀丽。虽地处塞北，素有“塞北小江南”之称。、

市郊天源富庶，盛产大豆，小麦、水稻和玉米。随着科学种植的发

展，单位面积产量逐年提高。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是国计民生的重要

战略物资。旧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重视粮食，颁布各种法令，建立管

理机构，通过田赋，向农民征收粮食。清朝和民国时期牡丹江隶属于

宁安五区．少数移民在乜河一带形成部落，开荒自耕。土地为地主占

有以后，农民的余粮和地主的地租粮到市场交换，粮油商品经济初步

发展。

清朝和民国时期，粮油工商业开始起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有“东发祥”粮栈，。西发栈”油坊开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中东铁路通车，牡丹江开始城市发展的历史，给粮油工商业发展和粮

油商品交易提供了客观条件。民国6年(1917年)， “恒盛泰一杂货

店开业，到民国l 5年(1926年)又兼营粮栈和机榨油坊，使制油冲破

传统的土榨模式向机械生产发展。民国20年(193 1年)， 牡丹江人

口3539人，已有粮栈5家，经营粮食的杂货店6家、油坊4家、碾磨

坊6家。

． 伪满时期，对粮油严加统制．民国21年(1932年)，日本帝国主

义占领牡丹江，伪政权建立后，从战略上加速牡丹江的建设。处于自

由经济时期，粮油工商业有所发展。民国9年(1920年)李子玉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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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同成太粉厂”，伪大同2午(1933年)5月改为“满大火磨”。

伪康德2年(1935年)，．图佳线通车，牡丹江一图们一清津(朝

鲜)～新泻(日本)海陆联运，缩短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东满粮食、

木材，倾销日本商品的运程，大量物资从新线运输。

伪康德4年(1937年)，日商“日清株式会社”建的“康德制粉

厂”竣工投产。伪康德4年(1 93 7年)，牡丹江建市，．人口增长、运

输畅通，促进了粮油商品交易的发展。伪康德5年(1938年)，牡丹

江市区已有粉厂2家、油坊1 3家、米厂，(包括兼营)37家、 粮栈43

家、经营粮食的杂货店24家。这是伪满牡丹江粮油工商业发展鼎盛的

时期，每年交易量达6亿公斤。

’伪康德5年(1 9 38年)，．粮油进入严格“统制”时期。适应战争

需要，建立严格“统制”的粮食管理体制，伪满政府颁布《米谷管理

法》，建立“兴农合作社”、 “粮栈组合”，颁布《粮谷出荷法》，

强行掠夺农民的粮食。农民采取各种形式抗交， 日伪派武装-搜荷

班”，封闭碾磨，挨门挨户翻箱倒柜，，实行暴力“搜荷”，农民苦不

堪言·
。，

．·
，

‘伪康德7年(1 940年)6月，在市区实行粮油“配给”制，对居

民建立三种”通帐”，日本人供应大米，朝鲜人粗细粮各半，中国人

供应粗粮。中国人吃大米是经济犯，就要坐牢。粗粮口配给”，质

次、量低．时有中断，群众被迫从黑市高价买粮，或以糠莱充饥。粮

油市场为强行掠夺和微量配给所取代。

1945年8月14日牡丹江解放。解放初期，粮油交易云集于维新市

场、东安市场、西安市场、东、西大车店，随行就市，粮价波动幅度

不大。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建立后，1946年成立贸易公司主管粮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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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市政府修复被日本人烧毁的“制粉厂?一，于1947年投产。 。松粮

米厂’- 膏铁路米厂”、 。市联社油厂一和私人经营的粮油加工厂相

继开业，粮油加工生机勃勃，粮源除当地收购．主要由省调入。成品

粮除供应市场，大批支援解放战争。 ，
．

1948年3月，为稳定市场，在牡丹江市区成立三个粮谷推销处，

在私人粮商占优势的情况下，国家调入大批粮食适时吞吐， 平抑粮

价，与私人粮商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击囤积粮油的粮商，发挥

国营企业的主渠道作用，保护了群众利益。

1948年11月成立牡丹江市粮食公司，开始按购、销、调、存、加

环节分工建立粮油管理体制，运用粮食企业的经营机制，搞好综合平

衡，保证市场供应。1 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由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粮食企业，紧紧依靠国家政权，

进一步扩大购销业务，增设网点，并积极委托供销合作社代购、代

销，扩大国营销售比重，占领粮油市场，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 。

1950年美帝侵朝战争爆发，1 1月国家调第一批军粮(小米165吨)

押送图们，随后又向辑安等地发运大批军粮，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斗

争。 ．．

．．实行“统购统销’’取消自由经营。1953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粮油消费

扩大，商品粮的增长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 购不抵销的矛盾出

现。

1 953年1 1月23日，政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针对当时粮食形

势，改革粮油购销体制，发布《关于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

令》，对农村余粮户实行计划收购，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计

·3一



划供应，。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

领导下由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

政府召开400多人的会议，严明纪律，

取自报公议的办法确定“统购”任务

的偏向，以后纠正。

．1 954年9月，成立牡丹江市粮食

构。
． ⋯～．，

1955年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

供应暂行办法》，对农村实行定产、

变，稳定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生产积

万公斤，比1 949年增长47．5％。城镇

户定量，饲料按牲畜数定量，健全了

统销”政策趋于完善。

．1956年全面完成对私人粮油工商

公私合营．改变了所有制和企业经营

计划的轨道。

经济困难时期，保证市场供应。1958年口大跃业一，大批人力、

畜力不能致力于农业生产，粮食丰产不丰收，农村生产力遭受严、重的

破坏。城乡提倡大办食堂，粮食浪费很大。同时，推行高指标，高征

购，购了过头粮，当年返销14．3万公斤，给农民造成严重损失。

1960年农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城市大办工业， 大炼钢

铁，农民进城，粮食大幅度减产，郊区粮食产量1960年为843万公斤，

比1956年下降1423万公斤j全国粮食库存紧，’粮食工作面临严峻的

考验。市委市政府提出。保人、保畜、安排好人民生活一的要求。粮

食部门一手抓粮源，一手抓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贯彻?低标准、瓜菜

一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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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方针，调低城镇人口定量，畜牧场、军马场，改吃自产粮。由

于粮食库存紧，市场经常处于脱销的危机之中。市政府成立调粮指挥

部，罗士良副市长任总指挥，粮食局副局长赵济海任副总指挥组织调

粮人员和专职压运队分赴各地催调，办公室昼夜值班，粮食随到随

加，星夜送往粮店，市场未断销，民心稳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粮食工作又处于危难之际。粮食战线的

党、翅员，职工干部，面对困境，在购、销、调、存、加各业务环节

坚守岗位，保证了粮食流转的正常运行。· ．

1972年国家实行搿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

的粮食管理翩度，对保证市场供应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推广“旅大粮食管理”经验，对市内各单位，在核定工种

定量的基础上把粮油月定量和补助粮包给单位，加强了工．种定量管

理。

改革开放，企业由管理分配型转向经营服务型。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粮食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根据中央“放宽政策，搞

活经济”的决策，大力发展粮油商品生产，粮食企业在改革中调整了

经营机制，企业由管理分配型转向经营服务型。

1979年改革了粮食流通体制，实行粮食议购议销，开放粮油集市

贸易市场，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两种经营机制共同运

转。

1983年改革粮食经营体制，实行多渠道经营，国家粮食部门发挥

主渠道作用。

1 984年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在完成主业的同时，从事其它经

营，改变企业经营单一的局面。对小型集体企业落实了优惠政策。

1984年实行库、厂合一的企业管理体制，减少经营环节，节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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