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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继往开来。《旺苍县农业志》在全国编修社会主义新

方志的大好形势下，一九八五年五月开始进行。在各级领导重视，本

单位职工支持，经编写人员两年多时间辛勤劳动写成第一稿。尔后，几

度春秋，后经补定、重修，一九九二年六月完成第二稿，经县志办审

核后，始得成书付印。

这部志书是旺苍县第一部农业专志。它汇集了旺苍农业经济、生

产、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情况。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原则，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方式，历

史地、系统地、科学地反映旺苍农业生产发展规律和现状，突出党领导

下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成就和地方特点，是一幅农业生产画卷的

再现。为服务当代，惠及子孙，促进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借鉴，给我们

和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旺苍农业历史悠久，在

漫长的生产斗争中，人民群众总结和创造了丰富的传统农业经验，使用

推广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旺苍县农业志》就是

这些历史的缩影。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发展旺苍经济，首先要

‘重视发展农业。为此，需要我们各级领导和从事农业工作的同志，认真

吸取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经验，用现代科学技术深入研究乒内农业的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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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历．现状、特点和今后发展方向。为不断振兴旺苍农业而努力奋

斗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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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苍县综合农业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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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凡 例

一 《旺苍县农业志》上限起于1 9 l 1年，下限断至1 9 9 0

年，个别章节上溯下延。全书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旺苍

农业行政。事业建设，农业经济、生产．科技、教育发展的重大变

化。

二．本志采用志、述、记、传、图，表、录等形式表述。志为主

体，图、表分别列于各有关章节。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专业为

纬。篇下按章、节、目横排，纵述史实。

三 本志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用语文体记述。

四 机关、团体单位和会议名称，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多次出现时用简称。历史朝代单『立按原称谓书写。地名按事件发

生时名称，如后有变动，必要时括注今地名。 ．

五 数字用法，计量单位以公制记述。特殊情况按当时使用的习

惯单位计量。

六 本志使用靠解放前(后)、建国前(后)一表示的时间是

．1 9 5 0年1月1 2日旺苍县解放日。。

七 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自旺苍县档案馆，统计局、县志办公

室、本局档案文书、各站、股提供资料，以及部份查实的口碑材料，

编写时一般未注明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种统计数据，原

则上以县统计局和其它业务部门统计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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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旺苍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地处米仓山南麓与盆地北部低山

交替地带，介于东径1 0 5。5 8。一1 0 6。4 6。和北纬3 l。

5 0。～3 2。4 3。之间。东临南江县，西连广元市元坝区，南与

苍溪县为邻，北同陕西省宁强县、南郑县接壤。东西最宽约7 5公

里，南北最长约8 0公里，总幅员面积3 0 2 8、1 2平方公里。中

华民国(简称民国)元年(公元l 9 l 2)设广元百丈关分县，民国

二十二年(公元l 9 3 3)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简称红军)解放

旺苍地区后，于旺苍坝设广元县苏维埃；于鹰嘴岩(今英萃乡)设英安

县苏维埃。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 9 3 5年)红军西进，复为国民党

统治，旺苍属广元县。民国三十一年(公元l 9 4 2)八月，分广元县

东部十三乡(镇)成立旺苍设治局。民国三十四年(公元l 9 4 5)

九月成立旺苍县。1 9 5 0年旺苍全境解放，元月1 3日，旺苍县人

民政府成立，为川陕革命老根据地之一。

，l 9 9 0年底县辖十区(镇)、 4 8乡(镇)，3 5 4个村、

2 6 4 6个组、l 0．3 8万户、4 2．5 7万人。其中：农业

8．6 2万户，人口3 5．1 0万人。劳动力1 8．7 4万人，占农

业人12 5 3．6 0％。

l 9 8 3年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旺苍农耕地毛面积

l 2 0 7 l 1 2．9亩，占总土地2 4．2 2％，净面积

】



8 1 6 5 3 9．1亩，占总土地1 7．9 8％，比统计年报大1．5 2

倍。其中田面积1 8 7 7 5 2亩， 占耕地2 3％， 比。年报大

6 7．9 2％。土面积6 2 8 7 8 7．1亩，占耕地7 6．6 3％。比

年报大1．9 5倍。菜地3 0 8 3．3亩，占耕地0．3 7％，比年报

大7 1．2％。田地先为l·3．4。园地面积5 0 9 8 5亩，占总土地

1 j l 2％。其中、果园4 6 5 3．1亩，桑园3 8 9 7．6亩，茶园

2 2 4 l 9．2亩和黄花园，药园、漆园。林地面积1 4 3 6 6 l 7．1

亩，占总土地的3 1．6％等十类土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山区县。

1。9 8 3年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全县土壤分五个土类、十个亚

类、二十四个土属，六十六个土种，三十九个变种。以壤土为主，共’

2 l 6 7 4 6亩占农耕地6 8．4％，砂土1 3 0 4亩占农耕地

0．4 l％，轻粘土7 2 3 6亩占农耕地2．2 8％，砾石土

9 1 6 0 3亩占农耕地2 8．9 l％。

旺苍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温年差大，月差小。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光照条件好。腹部县城平坝区历年平均气温1 6．2℃，

无霜期2 6 6天。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但全县灾害性天气频繁，

春季冷空气活动强烈，初夏干旱严重，盛夏较炎热、多暴雨，秋季气温

下降快、多霖雨天气，冬季较严寒，山区多霜雪。县内地域辽阔，境

内地貌复杂，中山面积大，区域性小气候随地理位置海拔高度变化，·

由南到北、由河谷到山顶，作物生长季节相差1 5～2 O天。

。 水资源丰富，开发利用差。全县年平均降雨量I l 7 9．2毫米。

圹、库，埝，提灌和冬囤水田工程蓄水3 0 3 3万立方米，实际有

效蓄水2 6 5 2万立方米。水稻保栽面积7．8 7万亩，占田面积

7 0％。旱地无灌溉习惯，工程有效蓄水差，保灌面积小。

2
。



旺苍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作物种类繁多。因地貌差异，县内分三

个不同自然区。人们习惯称南山、北山和公路(铁路)沿线。南部低

山区(即南山下同)光热条件好，雨量充沛，人口较多，以稻麦两熟为

主，是县内粮食主产区；腹部走廊区(即铁路沿线下同)气候温和，

无霜期长，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地势平缓，人多地少，稻麦两熟，

复种指数高，为粮经高产区；北部山区自然条件较差，山高坡陡，气

温较低，春迟冬早，雨量集中，水土流失严重，土质较差，田少地多，

高山多为一年一熟，半山、河谷地带间为两熟，主产玉米、小麦、黄

豆、洋芋等作物，粮食产量低，为林粮区。

解放前，旺苍虽有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丰富资源，但土地

多为少数封建地主阶级占有。高租重压，高利盘剥，丰收之年，农民

也不得温饱i一遇灾年即离乡背井，加之捐税重重，徭役累累，兵匪横

行，水旱灾害频繁，农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i 9 3 3年红军解

放旺苍，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生活有了改善。但不久红军西进北上

抗日，地主豪绅还乡，反攻倒算，民国政权复辟，更加残酷压迫农民。民

国政府虽设有建设科(局)专司农林、水利。但吏治不修，官绅勾结，

狼狈为奸。执事者卖官赎职，农业科技不兴、生产落后。民国三十八

年(1 9 4 9)统计全县粮食总产仅4 1 4 4 5吨， 油菜籽总产

3 5 2．6吨，大牲畜3 0 5 8 5头，水果1 8 4．3吨，茶叶6 5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旺苍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旺苍县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委)和旺苍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

府或县人委、县革委)领导下，一面进行消灭土地私有制，改革生产关

系解放生产力，不断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一面建立建全农业

行政管理、事业机构，增加科技人员，积极引进推广改革农业技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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