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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1993 年，粮票退出历史舞台，至今已有 20 年时
间。随着连续多年实现丰产丰收，我国粮食已经告别
短缺，粮票也已经成为人们的一段沧桑记忆。

粮票的推出和退出

小小的粮票，反映的是国家农业发展水平和社会
生活品质，见证的是粮食的短缺。新中国成立后，随
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粮食产
需矛盾日益突出，国家所能掌握的粮食与其必须负担
的城乡粮食供应量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缺口，粮食
产不足需矛盾突出。为了尽快摆脱这一困境，1953 年
11月 23日，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村实行粮
食计划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计划供应。1955 年 8 月
25 日，实行定量供应,城镇居民凭粮票购买粮食。从
此，我国的粮食供应进入了票证经济时代。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
大幕，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
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得以扭转，
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丰产丰收。1978 年，我国粮食产量
达到 30475 万吨，同比增长 7.8%。随着粮食产量的增
加，粮食产不足需的矛盾得到了极大地缓解，1984 年
甚至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卖粮难。据统计，
1978 年至 1984 年，农民增收的粮食中，70%至 80%
都卖给了国家，国家粮库充盈。在粮食丰收的大背景
下，国家启动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1985 年取消粮食
统购统销,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各地先后逐步取
消了凭票、凭本供应粮食。1993 年粮油市场价格完全
放开，长达 38年的凭票凭证定量供应就画上了句号。

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制度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
对于缓和粮食短缺、稳定市场价格、保障人民基本生
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粮票制度的背后，也显
示出了计划经济体制对农业生产力的束缚,挫伤了农民
的积极性，不利于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
提高。

粮票退出后的20年

粮票经济结束了，粮食购销市场放开了，如何调
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这就需要统
筹考虑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多种因素，促进粮食

生产，稳定粮食市场。
仓廪实、天下安。保障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头等

大事。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是增加国内供给，努力实
现粮食产需的基本平衡。近年来，我国实行一系列强
农惠农富农政策，取消了农业税，加大对粮食主产区
的扶持力度，加大对种粮农民的扶持力度，加强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科技对粮食生产的贡献
率，提高粮食单产。同时，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实行
最低收购价政策，并对种粮农民实行粮食直补、良种
补贴、农机补贴、综合补贴等“四补贴”政策，粮食
产量连续多年实现丰产丰收。

粮票消失 20 年后，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历史性的
飞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3 年，我国粮食总
产 量 达 到 45644 万 吨 ； 2013 年 ， 我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60193.5 万吨。仅仅 20 时间，粮食产量增加 14549.5
万吨,创造了历史奇迹。

粮食安全决不放松

粮食的丰产丰收，并没有让人们放松粮食安全这
根弦。这是因为在我国制约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深层
次问题仍然存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压力仍然较大。

目前我国粮食供需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特别是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粮食刚性需求增
长迅速。目前我国粮食生产进入“双高”、“双紧”

阶段，粮食生产经营不仅面临着高成本、高风险，
还面临着耕地减少、农业用水紧缺、劳动力短缺等
等突出问题，保持粮食稳定增产更加困难，粮食供
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
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
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
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政策
组合拳的作用，要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种
粮农民积极性，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粮食自给
率 ； 加 大 科 技 扶 持 力 度 ， 加 快 高 产 粮 食 新 品 种 研
发，挖掘 粮 食 增 产 潜 力 ； 加 强 粮 食 市 场 调 控 ， 做
好 粮 食 储 备 调 节 ， 防 止 粮 食 价 格 频 繁 波 动 ； 统 筹
利 用 国 内 国 际 两 个 市 场 ， 灵 活 运 用 进 出 口 手 段 ，
调 剂 国 内 粮 食 品 种 和 余 缺 ， 为 实 现 国 内 粮 食 总 量
平衡服务。

适度规模经营是未来我国粮食生产经营的主要
方式。国家推动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通过
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
龙头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不
断提高粮食规模化经营比重，提高粮食生产的现代
化经营水平。

今年 8 月，黑龙江省全面启动现代农业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为全国农村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趟路
子”。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必将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粮票：一个时代发展的印记
本报记者 刘 慧

随着防治大气污染工作的推进，新能源及清洁能

源汽车迎来发展良机。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12 月 24 日 《经济日报》 刊登的 《方寸粮票见证
粮食增产》 一文，激起了我记忆深处的回忆。记得
1982 年，我去外地参加培训，需要交 30 斤粮票。那
时的山区小村根本没有粮票，换粮票成了难题。我父
亲只好到 30 里外的平川村买回玉米，再到粮站卖掉
换取粮票。好不容易凑齐了粮票，才总算没有耽误我
的培训。

取消粮票 20 年来，随着经济的大发展，各类商
品日益丰富，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拿我村
来说，责任田里由小杂粮的单调品种变成了果林套播
杂粮，农业补贴和农业保险保证种地旱涝保收，收入
由 500 多元增长到 2000 多元；村里的小卖部变成了
大超市，不仅粮油米面品种齐全，而且吃的、穿的日
用品样样都有。农民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再也不用被
票证限制，党的好政策结出丰硕果。

（山西原平市信用联社 吉建平）

勾 起 难 忘 的 回 忆

粮票的产生和消失，不仅见证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变化，更见证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记得当年到外
地上学或者出差时，除了准备钱以外，更重要的是要
准备粮票，并且还要是全国粮票，不然，就会可能没
有饭吃。当年不少人一心要变成城市户口的重要原
因，就是希望每一个月能够领取到购粮本。可见，粮
食的供应情况，正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笔者认为，在农业大发展的今天，还需重视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保护耕地，守住耕地红线；二是节约
粮食，更好地开展反对浪费的光盘行动；三是要实行
农业规模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四是发展农业
科技，重视农业科技人才和农业科技成果的运用。

(江苏常州市戚机厂 曹建明)

见证改革开放成果

《方寸粮票见证粮食增产》 从一张小小的粮票产
生背景入手，勾勒了我国粮食生产从上世纪 50 年
代，到改革开放直至现在的变迁历程。文章既能让经
历过粮票岁月的人产生强烈的共鸣，也为改革开放以
来出生的年轻一代上了一堂生动的传统教育课。不仅
让读者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项惠农政策对于保
障粮食增产的巨大推动作用，更加认识到：农业发展
主要依靠科技，只有步入科技的轨道才能使粮食稳定
增产基础不断夯实。

每一次的粮食增产背后，都离不开党的政策支
持。今后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发展，把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同样离不开政策支持。笔者希望，国家继续
加大支持“三农”力度，在粮食稳步增产的同时，优
先保障口粮供应，并充分挖掘仓储潜力、提高仓储能
力。要让粮食短缺永远成为历史。

（湖南茶陵县 黄云生）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955 年 8 月，粮票登上了票证的历史舞台，自此

拉开了我国“票证经济”的帷幕。在“短缺经济”时

代，粮票是国人“吃饭的护照”。那时候，从中央到

基层发行过粮票的地方有 2440 多处，品种高达 14000

多个，成为广泛使用的一种无价证券。直到 1993 年

在粮改的高潮中，伴随中国人一日三餐生活达 38 年

的粮票，完成了历史使命，淡出了流通领域。粮票的

推出和退出、产生和消亡，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

然过程。

小小方寸粮票，见证时代变迁。回想当年，在实

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那个年代，实行粮票供应

政策是具有积极作用的。通过“计划收购、计划供

应”，保障了国家掌握必要的粮源，保障了民生的基

本需求，保障了粮食市场和价格的基本稳定。在那困

难的岁月，在我国的土地上出现了“粮食稳、市场

稳”、“粮食定，天下定”的好形势，粮票供应政策可

谓功不可没。

自上世纪 80 年代始，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极大

地解放了我国农业生产力，连年农业丰收，促使我国

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1993 年，我国粮改迈出

了突破性步骤：变粮食“价格倒挂”为“购销同

价”，同时宣布废除“凭票和凭本”供应政策，居民

可以自由购买粮油。粮票的消亡，标志着我国粮食产

销形势和供求政策迈入了一个新时代。

粮票的消亡，有力促进了粮改的继续深化，带来

了国内粮食市场的活跃，以及百姓生活的方便。紧接

着我国推出了以“保量放价”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措

施，至 2004 年，全国粮食流通全面稳步过渡到市场

化，创出粮食购销两旺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全国

粮油市场供应空前丰富，专用粮油、优质粮油、放心

粮油、方便食品、保健食品等应有尽有，消费者可以

自由选购；与此相适应，连锁制、代理制、超市等

“现代业态”营销形式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大便捷了

民生，保障了民生，改善了民生。

如今，作为时代的产物，方寸粮票已具有史料和

文物价值，也是一种实物档案资料。近年来，各地涌

现了收集粮票、研究粮票、收藏粮票的热潮，粮票收

藏人士纷纷涌现,从而赋予粮票独特的文化价值。在

新时代，粮票在退出使用范围之后又承担了新角色。

(作者为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见证历史变迁
丁声俊

见证历史变迁
丁声俊

读初中那年，母亲给了我一枚全国通用的 5 市斤
粮票，这是母亲给我的“救急口粮”，粮票是从城里人手
中买的。至今，这张粮票还被我珍藏在本子里。

作为农村孩子，那时候都是随大人一起吃供应，买
粮得凭供应证到公社粮站去买。公社粮站仓库每天供
应的都是糙米、玉米、山芋干、高粱之类，真正的大米、
白面基本没有。农村户口要想吃到大米白面，要么去
买粮票兑换，要么找城里亲戚接济。

1978 年农村实行了大包干，土地分到户，我家里
分到了 4 亩责任田。随着政策的激励，粮食一年比一

年多，一家人由过去的吃不饱变成了后来的吃不完，农
村家家户户有余粮，农村人不用粮票兑换也能吃上大
米白面。人们对于粮票的记忆逐渐模糊。

随着农业科技、农田水利的投入和惠农政策的推
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土地也释放出前所未有
的能量，“吨粮田”在各地不断涌现，全国粮食产量实现
了“十连增”。如今，农民粮食增收了，收入增加了，生
活富裕了，但是不能忘记曾经的“饥荒”，我们要节约粮
食，杜绝浪费。

（本报记者 徐 达整理）

在我的抽屉里一直保存有 100 多斤粮票，最早
的有 1973 年的四川省粮票。说起这保存的 100 多斤
粮票，似乎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上世纪 90 年代
初国家取消粮票时，我不放心，就把好不容易节省
下来的粮票存起来，心想以防万一。没想到一放就
是 20 多年，再也没有用过。取消粮票 20 年来，人
口一直呈增长态势，粮食的连年增产保障了人们的
粮食需求。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土地包产到户，极大地解
放了生产力，粮食产量出现了第一个高峰，随着杂

交良种尤其是杂交水稻、玉米新品种的推广，粮食
产量一级又一级高产目标的实现，粮食产量稳步增
加。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
粮积极性。

粮食是增产了，但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能松。我们
必须牢记：粮食安全，事关全局，无农不稳，无粮则
乱。在耕地面积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要想办法
提高耕地质量，努力提高农业科技应用水平，从而提
高粮食产量及土地产出率。

（本报记者 徐 达整理）

四川丹棱县农艺师刘敬宗——

粮 食 增 产 是 个 硬 道 理

江苏泗阳县市民张耀西——

好 政 策 激 发 种 粮 积 极 性

小时候，每天能有饭吃就是我最大的梦想。1979
年我初中毕业，看到报纸上高产水稻培训信息，我申请
加入获批，但要自备粮票。当时村里干部很支持，发动
大伙为我捐凑粮票，正是那 70 斤珍贵的粮票，圆了我
的科技种粮梦。

1984 年，在县科协的技术指导和帮助下，我和村
里的种田能手租用了村里的田地，成立了水稻良种研
究协会，走上了大规模科技种田的道路。当初 20 来亩
的良种示范基地，现如今已经发展成了 230 余亩，而水

稻产量也从亩产 400斤提高到现在的 1300多斤。
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我的收入也大幅增加。

2008 年，我盖新房开设了科普实验室、良种储存室
等。今年 1 月，我注册了“炼章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新增会员 34 名，惠及周边村民种粮能手 3000 余户。
新的一年，我希望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流转来更多土
地，把我的基地打造成全国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培育更
多的种粮大户，为国家种出更多的优质稻谷。

（本报记者 徐 达 通讯员 祝 峰整理）

江西余干县种粮大户朱炼章——

科学种田助粮食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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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刘 江江摄摄

人工收割。（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