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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人文

百张粮票见证“票证时代”
时间跨度近 40 年，粮票当年得算计着用
文/片 本报记者 孟凡萧

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忆起那个“没粮票，有
钱也没地方吃饭”的日子。曾经历过“票证时
代”的老一辈们，时隔数十年，也许还会清晰
地忆起那个粮票跟钞票一样珍贵的年代。

近日，记者在聊城市斗虎屯镇华东工具
厂见到了 64 岁的高先生，他向记者展示了他
所收藏的上百张粮票，并向记者讲述了那段
没有粮票就没有饭吃的岁月。

 各式粮票时间跨度近 40 年

在斗虎屯工具厂一间办公室
内，高先生颇为得意地拿出自己的
一个小塑料袋，里面全都是花花绿
绿的各式粮票，这些粮票时间跨度
近四十年。在高先生收藏的粮票中
大部分只能在山东地区使用，也有
部分粮票能全国通用。粮票面额从
半市斤到十市斤不等。

高先生告诉记者，他是工具厂
的老员工，当时每月粮所只发给他
三十斤粮票。现在他保存的这些粮
票都是当时他省吃俭用省下来的。

“那时候吃饭都吃不饱。”
记者在其收藏的发票中发现

了一张 1955 年的粮票，高先生告
诉记者，这是国家粮食部发行的第

一套粮票，相当珍贵。
高先生不仅收藏了这些粮票，

他还对粮票的设计、纸张和印刷颇
有研究。他给记者看了两张粮票，
上面有明显的防伪标识。“这是纸
浆内掺入了彩绒，在阳光下可以辨
别粮票的真伪，在当时来说技术很
先进。”

 追忆那段凭票吃饭的日子

高先生回忆说，1 9 5 5 年 8
月 25 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市镇
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开始发
行粮票，到粮票作废，共经历近
40 年时间。

高先生说，每个月他都要按
时到粮所去领粮票，没有粮票就
意味着这个月没有饭吃了，有时
有 粮 票 也 不一定能够买到面。

“国家对粮票的管制很严格，并
不是拿着粮票就可以买面了。”

当时买面，要带上钱、粮票和粮
食证，前往定点粮店进行购买，
每 人 每 月 大 概 能分到 3 0 斤粮
食。“当时细粮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白面限制很严，有粮票也不一
定能够买到。”高先生说，当时什
么都要凭票购买，单位发了票大
家都得算计着用。

高先生在工厂上班，每次到
厂里食堂吃饭也要粮票，没有粮
票连饭也吃不上。粮票还分全国

粮票和地方粮票，全国粮票可以
全国通用，地方粮票则不行。“有
时我们厂里会派我到外地学习，
在临走之前要赶紧到粮所去置
换全国粮票，不然拿着咱们这里
的粮票到外地吃不上饭。”高先生
说。

高先生说：“计划经济时代，国
家发行粮票是保证城镇居民生活
的一种手段，看着这些粮票，我经
常会忆起那些青春岁月。”

粮票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
关于这些粮票的价值，文物

专家认为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
值，但现在其经济价值并不大。

运河博物馆馆长、文物专家
陈清义说，粮票是计划经济的产
物，反映了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
的粮食供给制度，是记录那段历
史的很好实物。伴随着社会的进

步，分配制度的改变，粮票也退
出了历史舞台，失去了其原有的
功用，但却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
价值。“现在距粮票退出历史舞
台的时间还比较近，粮票的存世
量也比较多，这在无形当中也降
低了它的文物价值和经济价
值。”陈清义说，但随着时间推

移，集粮票热的升温，粮票收藏
品市场也必将上扬。只要掌握好
收藏粮票的基本原则，投资收藏
粮票前景十分可观。粮票曾作为
中国的第二“货币”，在中国历时
40 年，它反映了中国各个历史时
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有较为重要
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高先生收藏的粮票有上百张，时间跨度近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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