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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农业志》在市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于1987年3月组建班

子，经过搜集资料，分工试写，组织审稿，反复修改，历时三年，正式

定稿。金书共十三章，16万字，内容侧重于狭义农业(种植业)。前三

章记述醴陵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关系变革，农业结构变化；四至十章

记述农作物类型，分布，产区，面积、产量，特别是水稻生产久盛不衰

的历史，以及栽培制度、土壤、肥料，良种，植物保护和栽培技术的重

大改革；后三章记述农业推广机构、技术推广、科技成果以及模范人物

等内容。 ·

《醴陵农业志》是醴陵有关农业发展的第一部专业志书。全书比较

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醴陵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醴陵有

较好的自然条件，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

经验，北宋引种双季稻，清初引种甘薯。新中国成立后，在群众性的农

业生产活动中，许多农业科技工作者总结了群众的经验，进行了大量的

科学技术实验活动，对促进粮食生产、发展农村经济起了积极作用．醴

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为迅速发展农业，满足社会各’

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百折不挠地致力于社会改革，致力于改善生产条



件，致力于革新农业技术，形成了以多熟种植，精耕细作，产量较高为

显著特征的醴陵农业。在目前人均耕地不足0．7亩的情况下，不仅解决了

自身的温饱问题，还成为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和茶叶、干椒、瓜果等多

种农产品生产基地。但在处理农业与其他各业，在注意因地制宜，讲求

经济效益，维护生态平衡，加强智力投入等方面，曾走过一些弯路。全

志较为客观地总结了农业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它的问世，对发展醴

陵农业，振兴醴陵农村经济，将起到科学决策的借鉴作用，对广大干部

和群众，尤其是农业科技工作者是一部难得的参考书。

《醴陵农业志》的诞生，凝集了各方面的力量，得到了许多单位的

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许多专家、学者和农技工作者为之付出了心血，

在此顺致谢意。

力哆
注，作者系前任市徒业局长，现任副市长．



序

醴陵邻近长、株、潭金三角地带，扼湘赣之要衡，系湘东之门户．

历来农业生产较发达。远在北宋年间，谷米“岁可两熟”，双季稻种植

遂成气候；明末引入辣椒，清初引植甘薯， 搿民勤于耕作，山区隙地俱

垦种之”；还有草子、油菜，清明就“碧绿如茵，小葩怒放，犁而复之，

即成最佳肥料一。祖先的躬耕业绩，确实令人引为自豪。中华人民共和
’ ’

●

国成立以来，醴陵人民变革生产关系，大胆革新农业技术，实行精耕细

作，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双季稻间作改连作，稀植改

合理密植，高秆改矮秆品种，推广杂交水稻，抓好积肥制肥的“四勤八

有”和开发吨粮田建设，取得了农业生产更为瞩目的成就，跨入了全国。

的先进行列。然而，农业发展历史，却无一部农业专志载记其详．

1987年3月，市农业局按照市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组成《醴陵农业

志》编纂小组，编纂人员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广

泛搜集资料，经过认真整理，精心编写，把千百年来醴陵农业生产的兴

衰起伏，演变历程，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系统而又简明地加以叙述，

彰明了前因后果，反映了客观规律，这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有益当

代，t荫及子孙的千秋大业，它将对醴陵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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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和极其深远的影响。

《醴陵农业志》的诞生，是醴陵经济生活和史志工作中的一件大喜

事!它的问世，凝聚着全市人民的心血．尤其是全体修志人员，三个冬

春以来，不辞劳苦，广征博采，伏案疾书，煞费苦心．借出版之机，特

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还有不少单位和修志同仁大力支持，许

多领导和专家莅临指导，帮助提高志书质量，谨此深表谢意。

注：作者为现任市农业局局长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科学地记述醴陵农业生产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收到“资治，教化、存

史一的效果。

二、本志时限，按照叙事溯源的原则，上限不定，下限至1986年

底。
q O t

三、．本志记述内容，主要为种植业，农业生产关系变革、水利、农

业气象均有涉及。全书以类系事，分章、节，目层次，以述、记、图、

表、传、附录形式记述。

四、本志所记王朝年号，月、日用汉字书写，后加括号用阿拉伯数

字注明公元纪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仍括注公元纪年。农历

月、日用汉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使用公历年、月、日，均用
’

阿拉伯数字书写。 ．

五、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物质重量用万公斤、公斤、克、毫克；

长度用公里、米、厘米；作物栽植密度用市尺，市寸；面积用平方公里、

万亩、亩；体积用立方米；气温用℃(摄氏度)；热量用千卡；降雨量

用毫米；地理坐标用。、7、”‘(度、分，秒)；土壤酸碱度用PH值；速



效养分含量用PPm(百万分之一)；劳动日用万个、个；资金数额用万

元、元；农用动力用马力；水电装机容量用千瓦；发电量用度，书写数

据均用阿拉伯数字，数据尾数四舍五入。

六、本志涉及到的机构名称，均按当时的称谓。人民公社时期称公

税大队，生产队，1984‘ff-以后，为乡(镇)：村、村民小组．

七，本意引用的史料，原文加引号，并注明出处。凡用语体文改写

的不加引号，不注明出处。

八、本志所用数据。以市统计局资料为准，个别偏误之处，经过反

复查证后，予以订正，并在文字中加以说明．1949年以前的数据，均采

用当时县辖范围的数字，1949--1986年所采用的数据，需前后比较的，

均按1959年1月前所辖范围的数字(／g括划给株洲的部分地区)并加括号

说明现市境内数字；不需比较的，则采用现市辖范围的数字．

九、本志人物章，对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列名录，对全国和全省著名

劳动模范有传记或简介。1986年以前获中级技术职称的农技干部列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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