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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粮食志》在市史志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经过编篡人员的

积极努力，现在出版了。这是日照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记载日照粮油

发展历史的专业史书。它按照“横排竖写”、 “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的原则，详细地记载了日照粮食

事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人文及粮油征收、收购、销售、调运、

储藏、加工等召业务方面的史实。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日照粮食历

史发展的巨大变化，展现了粮油发展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图文并茂，

文简事丰，对于我们了解日照粮食历史，借鉴历史，振兴日照经济具

有重要意义。

日照粮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粮食志编篡人员在资料征集，

鉴别、修正、审查过程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和浩繁的工作。省、地、

市领导同志、有关粮食知情人士和有关工作人员为粮食志的编篡给予

了很大支持和帮助，使粮食志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

日照市副市长房训佐同志、省粮食局副局长乔秀仑同志和省粮食

经济学会副会长朱文连同志分别为志书题了词，充分体现了政府和业

务主管部门领导对粮食炙志工作的重视。

我相信，《日照粮食志》的出版问世，必将推动我市粮食事业的

发展，必将为我市粮食经济的振兴和繁荣提供指导和借鉴。

～刁

一九九一年七月



凡 例

一、本志断限时间，上限为一三七六年，下限为一九八八年全国

统一粮食年度。但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也对一九八八年度后的重大

粮食史实作了适当下伸。

二、本志按照“横排竖写"、 “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载了日照粮

油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人文及粮油征、购、销、调、存、加等诸

业务方面的史实。全志共十七章五十七节一计十三万字。并辑录照片
1 77张、表格1 27份。

三、本志所列表格中，除特别注明外，均采用全国统一粮食年

度，即当年四月一日至翌年三月三十日为一年度。

四、本志内容主妻取自山东省档案馆、临沂地区行署档案馆、日

照市档案馆及日照市粮食局所存资料。古代粮食史料取自于《山东通

志》、《中国实业志》、康熙版《日照县志》、光绪版《日照县志》

及明《安东卫志’》。一

五、本-。2心-又'体以现代语体文为主，数字以阿拉伯数码为主。

六、本志以记叙为主，并辅图表以便参证。

七、本志所涉及的粮食统计数字中，一九八五年度以前者，系原

粮数，自一九八六年度起，系贸易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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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日照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东经1 1 9。04’一1 19。39’，北纬35。04’一

35。36’。东临黄海、西接莒南、莒县，北与胶南、五莲接壤；南与江

苏省赣榆县相邻。市境南北长59．83里，东西宽57．9 5公里。海岸线

长99．63里。总面积1878．48平方公里。人口约loo万。

日照属临沂地区重点粮油产区，耕地面积1 067600亩。粮食作物

有小麦、玉米、水稻、地瓜、大豆、高梁、大麦、谷子、豌豆、绿豆、

小豆．．豇豆、荞麦等十多个品种，其中以小麦、玉米、水稻、地瓜为

大宗。油料作物有花生、芝麻、油菜籽、棉籽、蓖麻籽等多个品种，

其中以花生为大宗，是山东省花生重点产地之一。1988年，粮食社会

总产量77874万斤，花生社会总产量(干果)1 916 0万斤，粮油资源丰

富。国家粮油购销网点遍布全市各乡镇村庄。交通发达，运输方便。

公路有胶(州)新(浦)线，石(臼)泗(水)线，日(照)诸(城)

线，涛(雒)坪(上)线等；铁路有兖(州)石(臼)线和岚(山)

坪(上)线。海运有石臼和岚山头两个对外开放港口。公路、铁路、

海运相互贯通。与此相联系，粮油购销网点紧临金市各交通干支线，

并设有石臼、岚山头和巨峰三处粮油转运站。粮油生产、转运、经营

条件十分优越，粮油事业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在历史上，历代统治政府尽管都认识到了粮食的重要性，深知

“民以食为天”的道理，然而，由于千百年来一直受着封建专制制度

的严重束缚，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扰。粮食经济长期

处于停滞不前状态。特别是1 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论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日照农民长期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饱经了战争的摧残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农
’ l



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至1949年1 o}J 1日新中国成立前，农民始终

没有摆脱群年年种粮，年年闹粮荒”的局面。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旧中目的历代统治政府为了维

持其政权统治，无不对粮食实行严加控制。历代统治者无不颁布征收

法令进行横征暴敛。

旧中国对粮食的征收，是从征收田赋开始的。最早征起的田赋为

谷类和布帛。唐代扬炎创立“两税法”后改征钱币，南宋时改为征银。

嗣后，或征钱(银)或征粮，亦或钱粮并征。日照自明代初期即按官

田、民田、租田、芦地、草场地等征收夏税和秋粮，至清代，多为征

银。19 1 1年(民国元年)辛亥革命后，田赋按银折征大洋，每两银折征

洋2．2；L，1928年(民国十七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改为4元。
19 31年(民国二十年)全县田赋征额为83772元，1932年(民国二十一

年)日照田赋亩数为8865-4亩，田赋额红数为85378元。1937年抗日

战争爆发后，日照分为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盘踞区。在

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盘踞区内，国民党和日伪除大肆向农民派粮派捐

外，并按地丁粮银折征实物。据1942年调查，国民党统治区农民负担

每两银折征秋粮600厅，日伪盘踞区的下元村，被日伪平均每月每两银

折征的粮食、生油、瓜果蔬菜等实物合洋1 200元。这种征收和搜副至

1942年底甲子山战役后基本结束。

1940年3月，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设立财粮科，实行钱粮并征制

度。征钱目“田赋”，征粮目“抗日救国公粮”，简称“公粮”。田赋

按地丁银折合钱币征收，公粮按地亩征收，并附之征收柴代粮，乡村经

费附加粮等负担。1949年7月，本县所征田赋、公粮、柴代粮、乡村经

费附加粮等负担皆合笋归一，计征“农业税”。1 949年1 o月1日，新中

国成立后，随着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农业税征收在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逐步纳入了“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稳定农民

2



负担"的轨道。结束了千百年来历代统治者对农民横征暴敛的局面。

田赋收入，是历代统治政府用于军糈、食俸和经费支出的主要财

源。日照征起的田赋，除向上级司署解缴足够数额后，存留部分即用

于军糈、官员食俸等支出。明清时代，以粮银形式支给，支给对

象分官俸、役食和工食三种。或支给粮银，或支给京钱，亦或支给实

物，1940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政府对抗日军政人员实行不计薪

金，只供给生活资料的供给制供应制度。随着人民政权的不断巩固和

发展，粮食管理机构逐步建立起来，粮食供应制度不断建立和完善。

1941-@?抗日根据地开始建立粮库，负责公粮征收工作，并对抗日军政

人员实行粮食供应。1946年日照县粮库成立，1 947年6月成立了日照

县人民政府粮食局。公粮征收，粮食供给和调运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如此同时，为了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县委和县政府

以及广大粮食工作者还积极发动、组织全县人民进行了大力支援前线

的粮食供给工作。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县委、县政府和广大

粮食工作者的大力发动组织下， 日照人民对甲子山战役、孟良崮战

役、济南战役和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粮油支援，共

筹措运送军粮820余万F。其中，为支援淮海战役共筹措运送军粮772

万斤，食油36万斤，创造了历史上的支前高潮。

同重视征收一样，历代统治政府为了攘外安内，十分重视建仓积

谷工作。目照自辽(905至1 1 0 1年)至民国初期，所建积谷仓廒计有六

种。其一为广丰仓，储本县官吏俸米之用。其二为预备仓，为供给军

队月粮及过往官兵粮饷而设。其三为常平仓，为司署掌管，其以公款

购买米谷，为平抑粮价和赈济之用。其四为义仓，其为转运使掌管，

以富者之义捐或特别苛税收集米谷，遏灾荒饥馑时开仓济贫。其五为

社仓，由农民按财产多寡自觉凑米谷存储，以积谷备荒，放米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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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为保赤仓，用途无考。据康熙版《日照县志》载，全县有保赤仓

十二处。至光绪年间续修县志时，仅剩一处仓基。

对积谷管理，在清代已有严厉的惩制制度。清庭规定，对仓谷霉

烂者，除追赔外，予革职或定罪处罚。对将捐谷以少报多，或将现贮

米捏作捐输者，除由本官知府分赔外，报督抚议处。至于官将仓谷私

借于民者，则计赃以鉴守自盗论，谷石照数追赔。至晚清，由于政府

腐败，逐朝沿袭之仓廒日被废弃，管理制度遂亦无效。抗日战争爆发

后，在抗日根据地内，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对粮食

管理也非常严格。一九1St三年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对

贪污公粮者，除追究其贪污公粮或依价赔偿外，按其贪污公粮数额大

小，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处分。一九

四五年山东省公粮保护办法规定，对认真负责使存粮末发生损失者，

按其存粮数量给予每月提奖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的奖励。

日照新中国成立前的粮油贸易，均为私商经营。一八四。年鸦片

战争以前，农民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 “虽丰年不得自

饱，却乏商贾转贩之利。"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

着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步步深入，许多地主纷纷弃地从商，粮油贸易

开始繁荣起来。内地粮食、花生、食油、生饼、山果等农副产品大

量流入外地，粮食商业出现了畸形发展。石臼所、岚山头、涛雒、夹

仓、王家滩等海口皆变成了繁华的商业集镇。抗日战争爆发后，日照

私营粮商多因战乱而倒闭，仅有少数势力较大者继续进行粮油贸易活

动，而且活动范围明显变小。除少数势力特大者能对上海、苏中、大

连贸易外，多数仅限于对青岛经营。在内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

民党统治政府极力搜刮民脂民膏，加之粮商与绅士相互勾结，唯荆是

图，大量套购粮食，囤积居奇，待价而沽，牟取暴利，致使粮价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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