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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修志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具有承前扁后、继往开来，．

存史资治的重要作用o、：．、、 、

《内乡县粮食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粮食专志。在编纂工

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文风

来记述内乡县的粮食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储存和管理工作的经

验。本着详今略古、详今略远、详事略人、立足当代、因事而异、上

溯古代的原则，既突出现代、行业、地方的特点，又反映了历史上粮

政和管理的真面目。着力于以详实的资料，科学的数据编写出一部新

的内乡县粮食志。全志分五个部分组成，共十四章六十六节，二十万

字。 ．

《内乡县粮食志》集中反映了全县粮食业务活动的历史和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粮食工作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旧中国的粮政史是

一个鲜明的对比，它将更加激发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

主义的爱国热情。为了上对列祖列宗，下造福于子孙后代，在粮食志

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对搜集的资料，进行了反复核实整理。对各个时

期粮食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也略加论述，以利于承前启后。《内乡

县粮食志》不仅为编纂新县志提供了基础资料，更重要的是为粮食部



门探索经济规律，不断发展粮食商业企业提供了一部可靠的借鉴资料。

本志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承蒙北京图书馆、中国第一、二历史档

案馆、河南省粮食局、南阳地区粮食局一镇平县粮食局、西峡县粮食

局、内乡县县志总编室、内乡县档案局等有关单位、知情人士以及在

粮食战线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县局内设各股、司、室及各基层

单位的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方便，顺利地完成了修志重任。借

此，谨致衷心谢意o。
～

‘．

由于编写时间紧迫和条件限制，有些资料因历史的原因已无从查

找，加之编审人员德才菲薄、学识肤浅，实有负众望。所以遗漏、一错

讹在所难免，切盼各位领导、史志工作者及广大读者斧正。一

内乡县粮食局局长谢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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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较★局镬导班予(自左至右)

彝横洋奠玉海栅治平谢俊超时夭畜王有富李长生

内乡县粮食志编辑室人员‘茸左至右)

孙畸蚊周喜昌麓玉毒谢俊超束万均李学鼙



内多县粮食意主编周曹昌

内乡县粮食志编审谢俊超



凡 ．例

1 o‘时限。上限基本从民国元年(1912年)始。但根据粮油业务

活动发展的渊源，作了适当上溯，起自明代(1 392年)，下限止于

1985年底。

2，本志由五个部分组成：①卷首(前言、图片，凡例、目录)：

②概述；③大事记；④粮食志；⑤附录(重要文件、灾情、编后记)。

3、文体。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但也不排除浅显通俗的成

语和文言，引用史料时，均按原文照录，并加引号。

． 4、文字和标点符号。按规定使用标准的简化汉字和标点符号。

5．纪年。按当时通用记法，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6、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均按当时传统用法和通用货币名称。

1949年以前的粮食计量以石．．斗，钟、合计入，1949年后以公斤(万

公斤)计入0

7，篇目。本志书分为章、节、目，个别设子目。其序码写为

一第一章”， 4第一节”、 “1”、 “(一)”，以作为层次的划分。

8，。体裁。采用以志为主体的述、纪、志、传、图、表、录等

七种。 ，

9、数据。粮油产量均按日历年度(即1月1日一一1立月31日)，

粮油购、销均按粮食年度(即当年4月1日一一次年3月底)。

10，资料。引用‘有关粮油统计资料均采用南阳地区粮食局《粮食

油料统计资料》，内乡县粮食局统计资料及内乡县统计局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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