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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榆县粮食局办公楼

通愉县粮食局局长王作泮



『县粮食局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中为局长兼

!王作泮。左一为监察室主任刘玉文，左二

U书记夏广均．左三为副局长王永才，右一
：杨柏仁，右二为副局长任恩科．右三为副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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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机构、审定单位

修志机构

《通榆县粮食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t王作泮 ．

编委：于 福王永才 任恩科杨柏仁

夏广钧 刘玉文 王国生 庞胜军

《通榆县粮食志》编写组

主编：于福

副主编：庞胜军

资料搜集：王兴冯存义刘凤英王杰民

赵福清 ．

审定单位

通榆县地方志办公室

主审：马向东(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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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榆县粮食志》在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

县地方志办公室的悉心指导下，编写人员负辛六载，三

易其稿，现在终于出版问世，我为此感到欣慰。

粮食从古至今，都是人们不可须臾或离的最基本

的生活必需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质。所

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忽略和放松粮食工作。通榆县

从设治迄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随着历史的变迁，粮

食工作沧海桑田，几经变革，将其历史与现实资料搜

集、整理、编纂成新型志书，不仅有助于粮食职工了解

本行业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也为全县人民了解县情，

提供了一个方面的宝贵资料。同时，它的出版填补了通

榆县有史以来粮食无志的空白。这无疑是一个创举，值

得庆幸。
’

《通榆县粮食志》按照新体例，运用新观点、新方

法、新资料，秉笔求实地记述了通榆县粮食工作的发展

历史和现状。全志所用资料翔实可靠，是一部集资料

性、科学性、思想性和行业性于一体的较为完整的工具

书。《通榆县粮食志》对我们借鉴历史，资治当前，开拓

未来，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它是粮食职工的必读

之书，也一定被所有关心粮食事业的有识之士所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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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榆县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土地面积较大，但平川

地多含硝碱，岗地多黄沙，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较

低。农业主要生产玉米、高粱、谷子等粮食作物，盛产蓖

麻籽、葵花籽、大豆等油料作物，尤其是蓖麻籽，从

1979年以来，全县种植面积和产量始终占全区1／z以

上。
‘

。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社会生存

和发展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本县从1904年起，历经了

清末、民国、东北沦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历史变

革时期，粮食购销也经历了自由买卖、严格“统治"、统

购统销和合同定购等不同的历史过程。

清末、民国时期及东北沦陷中期(1904一1937

年)，开通、瞻榆县城乡粮食交易都是自由买卖，官府不

经营粮油贸易。为此，私人粮油工商业逐渐兴起，垄断

了粮食市场。每到新粮登场之时，本地与外地粮商粮贩

和当地地主、豪绅竞相以廉价收购，囤积居奇，待青黄

不接之际高价出售或乘外地粮食紧缺粮价见涨时贩运

倒卖，从中渔利。1925年开通县仅17户粮商，囤积粮

谷多达7466吨。1936年开通县粮食总产量为21766

吨，油料总产量为173吨，粮商贩运外地的粮食达



8883吨，占总产量的40．8％；油料达125吨，占总产量

的72．2％。因而，时常造成粮食紧张的状况。粮价随涨

随落，农民倍受谷贱之害，日赚日食的城镇居民，则因

粮价飞涨而怨声载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粮

食、油料等副产品的购销采取了垄断政策，逐步取缔了

私营粮商和自由贸易。1938年11月7日·伪国务院公

布了《满洲国米谷管理法》，规定“米谷买入，由满洲粮

谷有限公司一手经营”。从此，开通、瞻榆两县的粮油购

销、加工、运输全部置于日本侵略者的严格统治之下。

为了大量掠夺粮食，日本侵略者在农村推行“粮谷出

荷”政策，强迫农民按官定价格和指定数量，限期交售

粮食，鹊粮食出售给日本人在开通、瞻榆两县设立的专

门收购机构——三泰粮栈。最初出荷还辅以“奖金制

度”和“先钱制度"，后来竟以“决战下绝对需要之数量”

强行出荷，并不断增加出荷量。1943年开通县粮食产

量为64734吨，出荷粮达27800吨，占产量的42．9％；

瞻榆县粮食产量为48534吨，出荷粮达21251吨，占产

量的43．8％。而且出荷粮的价格极低，每百公斤大豆

仅17元，只有市价的8．5％。在城镇则实行粮食“配

给’’制，强行压缩居民粮食消费。配给对象分上、申、下

三等，大米、白面只配给日本人和朝鲜人以及官品高的

伪官吏等。一般老百姓只配粗粮，不仅数量低、质量差，

而且时常中断。日本侵略者推行的粮食“出荷"、“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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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政策，造成了粮食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的极端不

合理现象，使城乡广大劳动人民终日为温饱而忧虑。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后，结束了残

酷的经济统治。1946年初，本县建立了民主政府，领导

翻身人民开展清算斗争和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

动，并积极组织恢复粮食生产。与此同时，县民主政府

设立了财粮科及下设公粮仓库，征收粮食，掌握粮源，

支援解放战争和安定人民生活。1949年至1952年，正

置国家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粮食购

销以自由买卖为主；国家粮食部门通过公粮征收和余

粮收购的办法，掌握部分粮食以保证军需民用。1952

年本县建立了独立的粮食机构一粮食科，下设粮谷
储运公司负责粮食征购、调运、储存以及组织私人加工

业从事粮油加工。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

粮食科正式改为粮食局。

1955年8月，开始贯彻执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

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1956年本县

基本完成了对私营粮油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

的改造，建立起政企合一的社会主义国营粮食商业，粮

油实行“统一购销、统一调拨、统一库存"，粮油全部经

营活动完全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从而，确立了社

会主义粮食商业在粮食流通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自1953年以来，通榆县粮食购销工作始终是在国

家统购统销的政策规定下进行的。1955年在农村落实

r够，、



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粮食产量的逐步增长，开始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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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设库点，兴建标准仓、简易仓、及土圆仓，储粮条件

和劳动条件得到较大改善。截止1985年底，全县已有

13个储粮库(厂)，总占地面积达902677平方米，各种

仓房面积达到30242平方米，成品粮全部入仓保管，全

县最大储存能力达到30万吨左右。油脂已由过去的木

制油箱储存改用钢板储油罐，储油量达到7000吨。80

年代，粮仓机械化作业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粮食输送环

节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称重设备也有由过去的小台

秤，发展到全部使用各种车辆整体称重的地中衡和各

种规模的地上衡。在粮油保管工作中，坚持开展“四

无”粮仓活动，1956年开通粮库在全省首创“四无"粮

库，推动了全县“四无’’活动的蓬勃发展。“文化大革

命”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螅四无"活动曾被迫

中断，从1971年开始恢复“四无”粮仓活动。1983年4

月初，开通粮库因连续遭受雨雪而发生坏粮事故，坏粮

98666-'2,讳给全县开展“四无”粮仓活动造成了很坏影

响。1984、1985年通榆县又连续两年实现“四无粮仓

县”。 ·

通榆县粮油调运工作，50年代是按行政区划进行

的，60年代改为按经济区域调运。粮油调入是根据本

县粮食生产情况决定的。60年代和70年代粮油调出

大于调入，年平均调出量为26696吨，调入量为17460

吨。80年代通榆县农业连续遭灾，粮油调运呈调入趋

势，1984、1985两年就调入粮油达101466吨。

·9·

‘．



建国初期，本县粮油加工业均为私营，由粮食部门

组织代加工。1956年私营粮油加工业过渡为公私合营

企业。1958年通榆县粮油加工厂成立投产；1977年县

植物油厂建成投产。到1985年通榆县只有这两家国营

粮油工业企业。50年代至70年代，通榆县粮油工业发

展速度较为缓慢。厂房、设备陈旧落后，只能加工粗杂

粮和豆油，加工能力小，品率忽高忽低，生产经营一直

不景气。1977年植物油厂建成投产后，结束了通榆县

不能加工生产蓖麻油的历史。80年代，经过技术改造

和设备更新，通榆县粮油工业开始步入振兴时期。1985

年实现粮油工业总产侮211．9万元，比1969年的66

万元增长3．2倍；固定资产原值由1959年的7万元，

增加到306万元。，1980年到1985年5年累计实现利

润224万元，平均每年实现44．8万元。

通榆县饲料加工业，始于1980年。以前，由于粮食

和原料没有来源，加之受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分散饲养

方式的限制，饲料加工始终未能兴办起来。1953年至

1979年，粮食部门一直只是管理和供应饲料粮以及部

分糠麸、豆饼等饲料，为传统的饲养方式服务。80年代

后，城乡以养牛、养羊、养猪、养鸡为主的饲养业迅速兴

起。为促进畜牧业的发展，1982年成立了饲料公司，

1984年6月新厂房车间建成投产，年单班生产能力达

5000吨。饲料公司建成后，积极研制精饲料，推广科学

喂养法。几年来先后推出奶牛料、干奶期牛料、蛋鸡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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