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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移。不管是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粮食作为在使用价值上有特殊重要性的商品，以其

不可替代性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粮

食工作十分重视，作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

的基础骨，。必须把粮食抓紧一，。粮食定，天下定修’。无粮则乱一

等一系列指示。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基本上解决了占世

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一

吴县素以鱼米之乡著称于世。早在六朝时期，已形成以郡
丰收可供数郡食用∥的粮仓，明代中叶尤有。苏松熟，天下足一的谚

语。但时至清末民初，吴地屡遭兵燹，不断受外来侵略者躁躏，

政治日趋腐败，横征暴敛，加上地主兼并耕地，重租盘剥，投机

粮商肆虐猖獗，致使全境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衰落不堪，城乡

抢粮，饥荒风潮迭起，广大农民过着食不襄腹，衣不蔽体的悲惨

生活。 ·

吴县解放后，全县粮食工作一直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另一方面，加强

调控，制订和不断完善粮食流通、分配和消费领域的政策，法令

和法规，从而，促进了粮食生产的稳步提高，也形成了兼顾国家，

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粮食产，供、销体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

会后，随着粮食流通体制的不断改革，全县粮食部门意气风发，

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在贯彻执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全面

发展”中，积累和创造了许多好经验。本书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



验，详尽叙述了从1949年到1993年吴县粮食商业和工业工作的

沿革，以及购销，调运，储藏，加工，财务，科教等各个方面的

实施和演变过程。全书资料较为可靠，内容翔实，论述也颇得

当。

蛊世修志，有益当代，惠及后人。吴县的历史志书虽然卷帙

浩瀚，但却没有一本完整的粮食志。现在出版((吴县粮食志》可以

说是填补了该项空白，也是鉴往察今，推动新时期粮食经济工作

继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希冀能达到激励人们重视粮食，关心粮食，

热爱粮食工作的目的。但所虑及者，乃资料不全，经验不足，水

平有限，加之志书内容年代跨度较大，遗漏和谬误在所难免，深

望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 、

；， 中共昊县粮食党委书记

昊县粮食局局长鲍坤元

， ．吴县·粮油总公司经理

‘。)
． ．一九九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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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一_’
‘一，本志以马克J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真求实骨的原则，根据历史资料，如实地论述了

各个历史时期的发生，发展及其变革。 J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壁堕墨堕
节体，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为指导，遵循。存

县粮食工商业在

组成。采用章

三，本志上限基于民国时期，下限至1993年，有的章节为

承前启后，适当追溯剿明、清时期，着重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史实。 Jr X弓

、

四，本志所用地名，度量衡和货币等单位，一般按历代和各

个历史时期使用的名称和单位为准，更改后用今名(制)统计时概

用今名(制)。n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县，市档案馆，图书馆、县志办，本局

各股(科)、公司，基层工厂，粮管所等单位和当事人，知情人提

供的13碑以及摘自有关报刊杂志等。
’

六，历代纪年仍沿用其年号，在各。节竹中多次使用同一年

号，则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相应的纪年。中华民国，简称。民国竹，

基缉玺厦匦拉伯麴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新中国成
立后一或“建国后一，以公元纪年。1949年4月27日吴县解放至

1949年9月30日，称。解放后静。
4

七，统计数字和公元纪年，_律用阿拉伯字。

八， 核算单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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