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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序 言

李连碧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

大好事情。我们欣逢盛世，有幸主持和参加沧州市第一部粮食志

的编纂工作，感到十分光荣。

喜阅《沧州市粮食志》，既看到编写该志的重要意义，又看

到该志字里行间渗透着修志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他们在缺乏修志

理论知识，又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依靠集体智慧和力量，经

过近三年艰苦拼搏，五易其稿，全书15章73节，共28万字的

《沧州市粮食志》终于问世，这是值得庆贺的。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得以延续

的基本生活资料，是治国安邦的战略物资。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我们在粮食工作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粮食生产决定粮食分配

和流通，粮食分配和流通又反作用于粮食生产。粮食工作的好

坏，影响到农业生产，影响到人民生活，社会安定，也会影响社

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繁荣和昌盛。

解放前，沧州市土地贫瘠，盐碱多灾，粮食产量很低，广大

群众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解放后，经过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改良土壤，粮食虽有大幅度增产，但因工业发展迅速，非农

业人口剧增，城市用粮仍不能自给自足，一直依靠外地调入；这

给粮食工作增加了难度。由于认真贯彻执行粮食政策，充分发挥

粮食系统干部职工的顽该酉仄薜蔽蚕丐砸开习曩薛霜露藏粳油
购、销、调、存、加等各项任务，从而保持了社会的安定。“沧



·2·序言

州市粮食志》对此作了全面系统的记述，从宏观上反映了粮食工

作的全貌，它将为“资政、教化、存史”起到重要作用。

在编纂“沧州市粮食志》的全过程中得到市地方志办公室、

各级档案馆、沧州地区粮食局和本市各兄弟局编志办的大力支

持，得到离、退休的老领导、老同志的帮助和指点，才得以圆满

出书。在这里向所有关心、支持、帮助编纂粮食志书的部门和同

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1992年12月8日



编辑说明·1·

编 辑说明

一、《沧州市粮食志))的编撰，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内容全面、真

实，达到资治当今，存史未来的目的。

二、本志书采用分门别类、横排竖写的方法，直叙成章，同

时配以必要的图表、照片，做到图文并茂、丰富多采。

三、资料以典籍、文件、法规和历史档案为主，以调查、座

谈、访问为辅，多渠道征集，摘要使用。

四、数据来源于省、地、市、统计局，粮食局和档案馆，以

沧州市统计局数字为准。个别表内某些年份和项目因资料不全故

空缺。

五、本志书断限：上限不限；下限1989年底。个别章节延

伸到1990年底。

六、志书中度量衡单位，以国务院1984年3月4 El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界限，之前从习惯；之后按

规定。所有附表均以公制为单位。

七、1947年6月15目沧城解放，“解放前”系指此之前；“解

放后，，系指此之后。

八、关于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朝代和民国

纪年；之后用公元纪年。

九、数字用法：根据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国家出版局等7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一般情况下，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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