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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粮券
古人缴税的凭证

皇粮国税自古
有之，那么，旧时的
许州“税票”又是什
么样子的呢？

8 月 9 日，记者
在许昌市档案馆看
到两张泛黄的完粮
券 被 镶 嵌 在 玻 璃
中，字迹清晰，墨痕
依旧。

据许昌市档案
馆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两张完粮券，
是清咸丰年间的票
据，距今已170多年
的历史。那么，旧
时的完粮券都蕴含
着哪些历史背景？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后，许昌人
又 是 如 何 交 公 粮
的？

□ 记者黄增瑞

入秋后的第三天，记者来到许昌市档案馆，在一楼
展厅的墙面上，记者看到两张镶嵌在玻璃夹层的长方
形纸条并列排在一起。纸条长约 20厘米，宽约 3厘米。

“上面的文字是油印的，字迹的排列有横有竖，但
人名是用毛笔书写的。”许昌市档案馆讲解员刘倩倩介
绍，完粮券上加盖的还有大印。

完粮券，是旧时古人缴赋税后，相关机构或官方发
给当事人的一种凭证。

刘倩倩说，从这两张完粮券上可以看出，落款为清
咸丰元年（1851 年）三月十九日。花户（旧时对户口的
称呼）是许州人“李天祯”缴赋税时得到的完粮券。完
粮券上印有“执照”两个大字。

“完粮券上除了时间、名称、许州、李天祯这些主要
信息外，其他内容不好解读，但它蕴含有历史价值。”刘
倩倩说，李天祯到底是许昌哪个地方的人，他又种了多
少地，这些都不得而知。

“清代‘执照’是清官府公文中下行文的一种，是保
障土地权属和征收赋税的官方文字凭证。券中的‘照’
字为专门术语，引申为‘明察’之意，这种公文的名称，
是证明文书、凭证的命名或统称，所以‘执照’过去一般
指官府所发的文字凭证。”刘倩倩说。

《辞源》中亦谓：“‘执照’，凭据……官府所发给凭
证。”

据了解，旧时的完粮券是古人缴赋税后的一种凭
证，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交公粮的凭证有几分类
似。

A古人缴赋税的一种凭证

记忆中的交公粮

对于“50”后“60”后“70”后的农村
人来说，交公粮的情景并不陌生。“我
是 1952 年出生的人，在农村曾有交公
粮经历。”8 月 11 日，在市区文峰路市
林业局家属院，提起往事，年过七旬的
朱银望显得非常激动。朱银望的老家
在鄢陵县马坊镇的农村，长大后他考
入河南农大，毕业后分到原许昌市林
业局工作。

分田到户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期，集体的地被分到每家每户，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种田
的 积 极 性 提 高 了 ，而 种 田 就 要 交 公
粮。”朱银望说，“公粮”就是农业税的
俗称。分田到户后，农作物产量增加，

每年夏秋要交两次公粮。夏季交小
麦，秋季交玉米、花生等。

“一家几口人，有几亩地，就要交
相应重量的粮食。”朱银望说，一到交
公粮的日子，各家各户开始准备小麦、
花生等，或用板车，或用拖拉机、三轮
车等，把粮食运往乡粮站。

“那时候，在通往粮站的乡村道路
上，交公粮的大车小车浩浩荡荡，非常
热闹。”朱银望回忆。到了粮站，因为
交公粮的人特别多，大家有时候还要
排很长时间的队。到自己家交公粮
时，粮站的工作人员会使用一种带尖
的金属细管，一下插进粮袋里，抽出检
验粮食的品质，之后“定级”、称重，然
后再把粮食倒进粮库。最后，粮站会

给你开具一张票据，证明你完成了交
粮任务。

“历朝历代种田都要缴赋税。”朱
银望说，2005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 19 次会议经表决决
定，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96 次会
议于 1958 年 6 月 3 日通过的《农业税
条例》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由
此，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一个
在我国存在 2000 多年的古老税种宣
告终结。

“从 2006 年之后，国家对种田的
农民还有农田补贴。”朱银望说，如今，
他每次回到村里，老人们都会说，现在
党和政府的政策好，农民的生活不比
城里人差。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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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票证，见证人们生活巨变

说到完粮券，就不得不说当年人
们生活中离不了的各种粮票、布票等
票证。

据 悉 ，在 宋 代 就 出 现 了“ 粮 食 票
券”。“粮票”二字真正在票证上出现在
清咸丰五年（1855 年），当时叫“征收粮
票”。

8 月 13 日上午，记者来到市文峰
塔博物馆东侧的古玩市场，就见有不
少市民在这里淘宝，十分热闹。而热
衷于收藏各种票证的摊主，在不大的
摊 位 上 摆 满 了 各 种 粮 票 、布 票 等 票
证。这些票证，成为记录国家政治、经
济、粮食发展史的实物资料。

一位叫万胜利的摊主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发行的地方粮
票是西南区 1950 年 1 月发行的，票额
为 1 斤半的大米票。而发行最早的全
国粮票是我国粮食部于 1955 年公开发
行的全国粮票。自此，全国各省（区、
市）也先后发行限本地区使用的地方
粮票。

许昌市也是从 1955 年开始凭粮票
购粮。

直到 1993 年 7 月 1 日，全国粮食购
销流通体制改革，各省（区、市）的粮票
相继停止使用。至此，各种粮票按管
理权限分期分批先后销毁，也有一定
数量的粮票留存于民间，从流通领域
进入收藏领域，成为近代历史文物票

证收藏品。
“那时候我国物资匮乏，购买肉、

糖、肥皂等，都需要票证才能到当地供
销社购买。”万胜利的摊主说，就连在
城里吃早餐都要用票才能买。

档案，一头连着历史，一头系着民
生。收藏于市档案馆的完粮券，为研
究清代税费政策提供了实物依据，同
时也见证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与人
们生活的巨大变化。

“ 今 天 我 们 美 好 的 生 活 来 之 不
易，我们更应该感恩党和政府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朱银
望说。

C

展示在市档案馆的完粮券
资料图片

市民家中收藏的粮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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