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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当代农业史》出版了。这是一项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是对当代史研究的一次尝试j

1991年5月，我们发起这项研究。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新中国成立以来，

广东农业经历了伟大而曲折的过程，有很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有很深刻的失误教训。历史

的成功经验是经过千百万群众实践验证的，总结整理出来，可以为今后农业发展提供有益

的参考。失误的教训，也是经过历史验证，国家和人民为此付出过重大代价的，总结整理

出来，可以为今后农业发展引以为戒。成功的经验可以引导农业进一步成功；失误的教训

可以使人们避免或减少失误。这些，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能够为人民谋利益的。

‘我们是这段历史的实践者，对数十年来的事件记忆犹新。整理历史的资料，总结经验

和教训，这是我们应尽的一份历史责任。
’

作为一部严肃记实的历史资料，也有重要的保存价值。

编写《广东当代农业史》的建议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得到了各

市和省有关厅(局)的热烈响应和参与．经过大家共同努力，这项工作完成了。

广东农业有自己特有的优势：处在祖国的最南方，热带和南亚热带的面积大，是中国

最适合种植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地区之一。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有2000多万人，有

悠久的对外经济往来的历史，是中国最适合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地区之一：这些特有的优

势，在经过历史的曲折以后，于近10多年里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广东农业也有自己的劣势：人均耕地少，自然灾害较多，局限了广东农业的发展。近

10多年在发挥优势的情况下，使这些劣势的局限降到了较小的程度。

广东当代农业经历了伟大艰难曲折的过程。有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它的根本意义是

摸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能够逐渐富裕的社会主义比较顺畅发展的路子。在丰富的

历史经验中，下面几条是最基本的： ‘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社会主义应该是使人民走向富裕的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凡是能增加人民利益的事就办，凡是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就不办。人民的财产是绝对不能

剥夺的。人民是否共同富裕是衡量事业成败的唯一标准． ．

农民是农业不可替代的主体。一切事情依靠农民，由农民自主、自决、自觉地办。尊

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是农业成功之本。历史上发生严重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

对农民实行强迫命令，脱离了农民群众。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政策，一切生产措施，一切社会变革，一切活动形式，都要根

据实际条件和群众愿否来衡量、取舍。条件可能，利多弊少，群众愿意的事就办；不具备

条件，弊多利少，群众不愿意的事就不办。可以保证事业立于不败。

实行农村工业革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大量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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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壮大农村经济总量，促使城乡一体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使农村富裕起来的必由之

路。

对内对外开放。对内开放，拓展国内市场。对外开放，拓展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国际

市场连接一体。吸纳世界精华，利用世界条件，能最有效迅速的发展经济。封闭、半封闭，

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
’

· 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使生产要素流动，组成新的组合、配置，发展生产力。亿万

农民进入流通。市场越拓展，生产力越发展。开放，是创造更大更繁荣的市场。市场经济

能较快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的综合力，使人民较快富裕。
‘

这些经验具有长期的引导意义． ，

现在，广东经过40多年特别是近10多年的努力，已经奠定比较牢实的基础了。人民

在继续前进。事业在继续发展。未来的困难不少，但终会被人民克服。前景是美好的。党

中央赋于广东的在不太长的时期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在广东全党和全省人民的艰苦

努力下，必能完成。广东人民将走向富裕。 j

张根生 罗天刘俊杰

一1993年8月



毛主席在广州接见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

1960年3月9日

(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舞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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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糟孬鞘囊簪与牲任锵州姚_：，兰蒜
(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据供)

毛主席频频称赞禾苗长势好

(1958年4月在棠下)

(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挹供)



周恩来f司志一九六睥二月九日在陈部同志陪同下视察西联农场
(广东省档案馆提供)



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于一九六0年视察海南岛橡胶园

(广东省档秦馆提供)



t96391月朱德同志视察湛江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东省档案馆提供)

植物静武’谢觉哉同志视察华南热作两院
(广东省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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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f129日邓小平同志在顺德珠江冰箱厂 陈建华摄

(广东省档案馆提供)



1983年胡耀邦同志视察深圳渔民村

(广东省档案馆提供)

赵紫阳等同志1986燃南八一农场
(广东省农黾总局提供)

—————



江泽民同志在广州主持中南西南10省区经济工作座谈会(1993年911)

(广东省档案馆提供)

李鹏同志观看东莞常平区家用太阳能(1 9 8 5年1月5日)

(广东省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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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使甘蔗大面积单垃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

(黎传明摄)(广东省农业厅提供)

岭南佳果一荔枝 (广东农村信息中心挹供)

我省自行设计的中型现代化养猪企业

(广东省畜牧局提供)

(广东省水产局提供)



戮 湛江雷州青年运河鹤地水库
(广东省水电厅提供)

河源新丰江水电站 (广东省水电厅提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