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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粮食定，天下定刀。粮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特殊商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粮

食工作，制定了合理的购销政策，多次提高收购价，有力地促

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夕粮食的增长，粮价的稳定，从而使城乡

人民的生活得到不断改善和提高。

《安远县粮食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统合古今，详今略古，既真实反映了过去，又重点记述了

建国以后安远县粮食工作的状况多既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教训，又反映了粮食工作的客观规律。此志对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粮食工作将会起到积极的指导作

用。

《安远县粮食志》的问世，对我们了解过去，珍惜现在，

认识将来莫无稗益，将会得到全县广大粮食工作者的尝识，并

且将激励广大粮食干部职工更加热爱本职工作，为加速四化建

设，开创粮食工作新局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蔡传坤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



凡 倒

凡 例

一，《安远县粮食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进行编写。

二，本志书排列日录：序言、照片，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

各章节，编后记等。正文排列，一般分章、节，日，横排纵述，各章

节适当插以图表。

三，本志书上限迫溯到明朝洪武五年为界(1 3 7 2年)，下限

到公元1 9 8 5年1 2月底。

四，为了记述方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为“建国后”，

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一律沿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五、本志书引用的粮食数字中的品种类别，除在括号内标明的名

称类别外，其余一律为贸易粮。

六，本志书资料、统计数字等，按当时的行政区划为准。划出，

划入的区域按当时划定时间记述。粮食产量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粮

食购销调存及有关数字采用县粮食局的统计数字。

七，本志书以统合古今，详今略古为原则，体例以志为主，采用

语体文记述．

八，本志书中的计算单位，凡是建国前的计量，一律按原IEl的计算

单位标明；建国后的计量，一律采用当时国家规定的计算单位标明。

九、本志书资料来源，主要是县粮食局的文书档案，和省、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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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的档案，县图书馆存藏的let志等。同时，采用了部分座谈，

访问的材料。

十，本志书只叙不议，寓褒贬于事实之中。但序言，概述，编后

记等，以叙为主，叙议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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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安远县是一个“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低山丘

陵山区。气候温和，属中亚热带地区，宜种水稻、烟叶、红薯、大

豆，瓜果类等农作物。农业以水稻为主，是赣州地区的产粮县之一。

由于历代政府不重视农业生产，加之自然灾害侵袭，以致在建国前水

稻平均亩产不到200斤，常年粮食产量仅有6500万斤左右稻谷。广大农

民终年辛苦，除饱受苛捐重赋的压榨外，还要遭权贵官吏的盘剥，收

获之粮，所剩无几。民国三十五年(1 9 4 6年)九月，市价大米百

斤3．6 5万元(法币，下同)到次年五、六月上涨到1 2．34万元，上涨

了3．63倍，而到十二月竟猛涨到24万元。民国三十七年(1 9 4 8

年)改发金元券代替法币，市场大米价格飞涨，十月每石大米897元，

十二月涨到3371 3元，仅在三个月时间上涨了36倍多。

1 9 4 9年8月2 0日安远解放。县人民政府指派财粮科接管了

国民党县政府的“田粮科”和“县仓(专管积谷)、公产(专管公产田

租谷)管理委员会”，9月建立了“县人民政府粮食科”，逐步掌握

了粮源，平仰了粮价，打击了不法商人投机倒把活动，控制了粮食市

场，稳定了物价。 、

“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粮食历来是军需民食必不可少

的重要物资，是一种特殊商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基

础的基础。因而粮食问题，首先是努力发展生产，同时也要搞好粮食

的分配和购销调存加工等流通领域的经营管理工作。为此，做好粮食

工作是广大粮食职工的重要职责。

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工作。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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