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的

南陵米业
南陵，史称古之剧邑，山环水

绕，风土清美；历史悠久，人文蔚

兴。南陵大米早已名驰省内外。

南陵粮食贸易中心在北门城隍

庙、惠民桥至龙汇桥一带。砻坊大

都设在东、北门沿河一带，它的业务

是为顾客存放稻谷收取存仓费，也

代客加工收取加工费，有时也自买

自卖。业主多为商人，后来也有官

僚及大小地主，本身掌握大量租谷

开设砻坊。砻坊业主随着积蓄增

多，在四乡购置大量土地，扩充租谷

来源。

米粮业作为商品流通领域中的

一个中转环节，贱买贵卖，层层收取

佣金与利息，一些大粮行和砻坊，在

青黄不接之际，凭信用给农民高利

贷款，到粮食登场时，低价折成粮食

收回，剥削程度是惊人的。有些米

行、砻坊，当市场销路旺盛、米价陡

涨之际，低价突击收购，碾成糙米，

运往芜湖。一些经营运输粮食的船

户，也趁粮价暴涨之机，下乡低价收

购，运芜转卖；他们人为操纵粮价，

给农民造成很大的损失。

米市繁荣，民间运输业也应运而

兴。内河以木帆船为运输粮食的唯

一工具，船只载重不同，大船千担，小

船百担，一般载重三五百担之间。

民国 26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芜

湖沦陷，南陵地处抗日前线，米粮业

只为供应军粮和市民口粮，较大的砻

坊、米厂，均已关闭。民国33年日伪

占据南陵，伪军张昌德包揽一切，连

米市生意也派专人管理，将南陵大米

源源不断运往芜湖资敌和销售。

民国34年八月，日寇投降，官僚

资本家大肆掠夺，对米业尤甚。当

时，在芜湖、南陵的官僚资本家及几

家银行，大肆收购粮食，垄断米市，

致使通货膨涨，货币贬值，物价飞

涨，大量游资集中米市盲目投机。

特别是民国37年的“八·一三”限价，

给米粮业带来深重灾难。按当时限

价售出的粮食，几乎无法补进现货，

损失不计其数；随之而来的苛捐杂

税，名目繁多，各种摊派，不胜枚

举。对米粮时而开运，时而禁运，伪

县政府驻兵河下，贿运私放，贪官大

捞油水，加之米粮业本身经营混乱，

矛盾重重，以致日趋衰落。

张亚琴

芜湖米市，南陵

粮仓。这里不仅是一

片历史源远流长的土

地，还是一片富庶美

丽的土地。南陵盛产

大米，早在上世纪二

十年代，就已经是芜

湖米市的重要粮仓。

曾经上海《申报》、《新

闻报》每天都有“南陵

尖”的行情，湖南长沙

有“南陵九月红——

奎湖糯”信息，在汕头

市流传着“南陵麻壳

籼，一人吃，两人添”

的顺口溜……如今，

在这座古老的县城

里，一座总投资超过

6 亿 元 ，占 地 面 积

325.6 亩的国际综合

市场——“芜湖·中国

米市”即将建成，这一

现代化大米交易集散

中心也将再续芜湖米

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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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芜湖一路向南，我们走访过芜湖市

区的老米市街之后，第二天便上路赶往南

陵县城去寻访新的米市。

关于南陵县得名的一种解释是“位于

江南陵阜之间，故名南陵”。 古老的南陵

背枕黄山，依傍长江，上天给了这片土地得

天独厚的条件，而南陵人也并没有辜负这

种天赐，一代代的南陵人在这里辛勤耕作，

南陵素有“粮仓”之称。这里土地肥沃、气

候适宜、雨量充沛、半山半圩、农作物以水

稻为主，是我省主要产粮县之一，“一年熟，

三年足”。

上世纪初，正是芜湖米市的繁盛时

期。当时南陵粮食贸易中心在北门城隍

庙、惠民桥至龙汇桥一带。二朱（朱云谷

堂、朱继范堂）一江（江三立堂）等几家著

名大地主粮食仓库都建在这里，私营砻

坊、粮行散落其间，粮食贸易十分兴盛。

其中著名的大砻坊有恒大、大有等二十余

家。

大约一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南陵

县城。正在建设的新米市位于南陵县南

翔路上，在现场我们见到了承担这一项目

建设的南陵江南国际置业有限公司行政

副总吴周钦先生。

吴周钦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正在

建设的芜湖江南国际综合市场在今年11

月底就能正式建成开业了。和传统芜湖

米市不同的是，这是一个新型的综合性市

场，将依托我国主要产粮区“皖南粮仓”，

打造国内最具规模、功能先进、品种齐全

的现代化大米交易集散中心。

和传统米市最大的不同，增加了现

代化的经营方式。“我们建立了电子平台，

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不久前，我们

在广东省参加了一个国际展会，今后有可

能的话，还可以把大米卖到国外。”

而在南陵新建的米市市场中，不仅

有大米销售，更是一个综合性市场，有服

装、皮革等销售。更特别的是，南陵米市

还将建立一个大米文化展示中心，在这里

你将很系统地了解到芜湖米市的历史文

化。

南陵粮仓，
再续米市新辉煌

谈到如今在南陵县新建的米市，

芜湖市国土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副局

长向继辉说，这也是传承了芜湖米市

的历史。

对于这个南陵新建的米

市，向继辉有着相当深厚的感

情。这个项目启动时，向继辉

当时在南陵县任县委副书记，

对他而言，南陵米市每一天的

建设就像一个婴儿从出生到成长。

“南陵自古就是芜湖的粮仓，现在交

通也已经很畅通了。南陵周边有宣城、池

州、铜陵……好几个地级市，区位优势明

显。”向继辉说，新建的米市一定有现代专

业化市场运作理念。

“南陵米市最终的定位是‘芜湖·中

国米市’，这也就意味着这里是中国米市，

买全国米卖全国米。”

一年熟，三年足

建立电子商务平台

买全国米卖全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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