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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昌平县科学技术志))在昌平县科委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和编写

人员的精心努力下，历时三年编写成志书。这本志书的问世是昌

平县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昌平县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全面

系统的科技志书，是科技战线上取得的又一成果，值得赞许和祝

贺。

《昌平县科学技术志》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科学性、资料性，

她系统的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40多年来，科技战线所走过的曲折

道路及取得的成就。此书结构严谨，文字通畅，资料翔实。

建国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的作用。1978年中央召开的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

生产力的问题。1982年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又确定。经济建设必

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思

想。在以后的年代里，中央和北京市委先后颁布了有关重视科学

技术，尊重科技人员、鼓励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和决

定，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实践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

代化是个关键。

昌平县委和县政府认真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把科学技术

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科学技术事业不断发展。县、乡、村科学技

术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成果明显增加，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为科

技事业发展带来生机，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实际、积极开展科研试

验和技术成果推广工作，成绩显著。1986年“星火计划’’的实施

和县委“科教兴昌”战略方针的提出，为全县经济腾飞注入了新

的活力，全县农村干部、群众和广大企业职工积极参与科研试验



和科技成果推广工作，有力地促进农村经济大发展。

盛世修志，昌平县县志办公室在领导和推动科技志的编纂工

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我相信这一书的出版必将起到“资洽、教化、

存史一的作用，为全县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

供有益的借鉴。

昌平县副县长郭守庚

1995年4月3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昌平县科学技术志》(以下简称本志)，以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新编地方

志工作暂行规定》为准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方法为指导思想，记述昌平县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科学技

术转化为生产力，在工农业生产及其各个领域所获得的经济，社

会效益及其发展演进的规律，特点、经验教训，使其成为传之后

世的资治，存史、教化实用之科技史志工具书。

二，本志主要记述了建国后至1990年各时期的科技活动，科

技管理，科技成果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等，力求突出昌平县科技

发展的特点，彰明因果。

三、本志体裁以述、记、志、图、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以

志为主，横排纵写，结构层次以篇章节目和分段体现。各章节的

划分，主要按科技活动类别、性质，又贯有科技的内在联系。志

末附录重要文件、先进设备，专业技术文章辑录。

四，本志图表分别隶于有关章节之中，不作集中处理。有关

科技照片23张，置于卷首以增加直观效果。

五、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保持科技资料的体裁风

格，尽量做到少用科技术语，以利广大群众阅读。

六，本志人物篇，坚持不为生人立传的原则。对当代在科技

战线上做出显著成绩的科技人员，以人物简介形式记述其科技活

动二、三事例。对1977——1990年科技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均

按年度列出名录，以示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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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昌平县位于北京市北部，军都山南麓，跨温榆河两岸，总面

积1352平方公里，总人口407102人，其中农业人口273731人。地

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北部和东北部为山区半山区，占全县

总面积59．2％，其余为平原区，占40．8％。气候属盈带大陆性半

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为576．6毫米，无霜期200——

203天。

昌平境内铁路、公路交通发达，名胜古迹众多，列入国家，

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70余处。

本县自然资源丰富，适宜农业多种经营，盛产粮食、蔬菜，

果品、畜禽等，是首都副食品生产基地之一。已探明金属，非金

属矿产资源有金、铜、铁等22种，用于建材工业的石材和沙料开

发前景广阔。

本县国民经济历史上一直以农业为主。1949年粮食作物总产

5146万公斤，平均亩产仅为76．5公斤，1978年亩产增到201公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食产量大增，特别是全县深入进行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经济组织，农、林、牧、渔和乡镇企事

业持续稳定发展，成绩显著。

县属工业是1958年在小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县有108

个大小工厂，多集中在昌平、南口、沙河三镇。乡镇企业主要是

80年代以来，在农村经济改革大潮中蓬勃发展起来的，现有2481

家。全县已经形成建筑材料、玻璃制造，汽车配件，铸造加工、

化工电机、轻纺服装、造纸印刷，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十几个

大门类，上千种产品的城乡工业体系。主要经济指标昌平县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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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全国先进水平。1990年全县社会总产值48．77亿元，工农业总

产值已达32．2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9．9亿元，农业总产值2．32

亿元。粮食总产已达2．04亿公斤，平均亩产568．1公斤。工农业总

产值比建国初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工农业生产、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发生了飞跃发展和深刻变化，这是党和政府重视科学技术

工作的有关方针和政策的具体体现。

建国40多年，全县科学技术事业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

建国初期，全县仍以农业生产为主，为农村生产生活服务的

手工业作坊为数也不多，且分散城乡各地。农业、手工业生产方

式陈旧落后。科技工作主要是宣传普及农业科技知识，总结推广

群众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生产技术和经验。i952年全县建立农业技

术组234个，联村农技研究会33个，技术传授站37个，培训人员

达6000多人次。1953年成立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和林业工作站，农

业科技工作有了新的起步。

1956年，昌平县和全国一样，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集体化的格局为开展科学技术

活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党和政府重视普及推广农业技术工作，培养科技人才，马池

口等1 3个乡成立了青年技术业余学校，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充分利

用基层技术组、研究会、示范点等多种形式开展技术宣传培训活

动。1956年，手工业系统围绕农业生产急需，发明、改进手摇水

车、铁质喷雾器等生产工具28种，试制成功小型联合打稻机等新

产品63种。

1958年后半年，全县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在全党全民大

炼钢铁、大搞水利建设和大办农村食堂过程中，技术革命和技术

革新‘‘双革"运动应运而生。县政府首先成立县轴承化办公室，

9月改名为农具改革办公室，目的在于改善农业生产工具、减轻

社员体力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照当时人民公社生产生

活需要，1959——1960年，工具改革重点是米面加工、脱粒、运·



输、水利施工、食堂炊具等5个方面。推行。农业八字宪法

(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是以治水改土为中心。

1958年7月，继十三陵水库大坝主体工程建成后又相继修建了王

家园，桃峪口、德胜口、响潭等处水库和沙河水闸，以及郑各庄等

多处大型扬水站和灌溉渠道工程。当时，由于大搞工具改革和贯

彻“农业八字宪法挣，使昌平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群众性的科技

热潮。这股热潮有力地冲击了多年来小农经济陈旧落后的生产方

式。但由于。左一的思想的影响，也于了不少脱离实际、违反科

学、劳民伤财的事，如车子轴承化，深翻土地越深越好，密植越

密越好等，使农业生产遭受一定的损失，也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

极性。

1962——1964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纠正了实

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重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63年

县成立农业科学技术办公室，各公社普遍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

站，为农业生产注入了活力，以传授和运用农业技术知识为中心

的基层科技小组活动普遍展开。传统的一年～收耕作制度被间作

套种所代替。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等农业生产科学管理水

平不断提高。1964年2月，全县掀起搿农业学大寨"运动，山区

建设纳入日程，水土保持、林业、果树各种专业队普遍建立，已

建成的水利配套工程充分发挥效益。1 965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

到30余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0％。全县粮食，棉花，油料作物

的总产，单产及农业产值达到建国以来最高水平。

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兴起的农村科学技术

事业遭受极大的挫折，各级科技组织陷于瘫痪，不少科技人员成

为。阶级斗争一的对象。1972年按照中央关于开展矗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项革命运动"的指示精神，农业生产科学

试验活动有了起色。1974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全县建立健

全了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业科学试验网，广泛推行种

植试验田，种子田、高产田搿三田一活动，加快了农业生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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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用科学步伐。

1975——1978年，全县相继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机械

研究所、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协会。

1977年12月召开全县科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和制定了《昌

平县1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表彰了有重要贡献的科

技人员。会议提出的科技人员不足、科技投资不多、科技试验项

目少、技术推广水平不高等问题，引起了县委领导的注意。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中国的

科技队伍是工人阶级的～部分"重要观点深入人心，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逐步形成。特别是为科技工作者平反冤假错

案、恢复技术职称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

性。随着科学技术管理机构和各类科技群众团体的建立，全县科

学技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1982年，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确定。经济建设毖须依靠科

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为科技

工作指明了方向。从此，全县研究确立科技试验示范项目和科技

推广项目，注重发挥当地资源优势，突出解决生产中急需的技术

问题，使科技试验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获得经济实效。

1985年，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

改革的决定》，为科技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开辟了广阔道路。科技

体制改革、科学新机制的确定，给全县科技工作带来了生机。5年

来，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先后下发了《关于放宽放活科技人

员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科技人员进行科技承包蔚然成风，民办科研机构蓬勃发展，科研

生产联合体大置涌现。县、乡、村三级企业充分利用首都科研单

位、大专院校科技优势，加快企业技术进步，使科技成果转化为

生产力'在企业产值，利润、上缴税金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星火计划一使农村科技取得丰硕成果。实施“星火计戈1J修5年

来，培养了大批农树科技干部和管理干部，建立了一批“星火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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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企业，引进开发几十项先进技术和成套技术设备，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

。七五一期间，是全县科技工作活跃，工作领域广、成果多、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较为明显的时期。1987年，科技与经济结

合机制初步形成。1988年，县乡村(厂)户试验、示范、推广

。一条龙"，科技体制新格局不断向纵深发展。1989年，在县委

。依法治县、科教兴昌圩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科技工作重点组织

与实施了。一三五工程圩即：[建立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个

科技密集乡，50个科技示范村(厂、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科

技兴工，兴农、兴商的热潮已经到来。1990年科技工作进入经济

建设主战场，加快了科学现代化的进程，全县。一三五工程一进

一步落实。民办科研机构和科研生产联合体在巩固中发展，实施

市，县。星火计戈0斗27项，完成科技扶贫计划13项，推广先进科

研成果和先进技术298项，刨经济收入2584．9万元。全县经济发

展依靠科技增长的份额已达20％。

40多年来，昌平县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科技机构和科技队伍不断加强与壮大。县乡村科技管理

机构和科技服务组织已形成体系。科技队伍逐年发展，1990年

底，全县在岗位上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已达11000多人，其中有

大中专学历的7918人。经过评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的162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1780人，初级专业技

术任职资格的7063人，乡村农民技术员队伍也有很大发展。

——科技试验和“星火项目”取得显著效益。1974——1990

年，全县进行科技试验示范项目592项，推广应用科研成果和先

进技术1113项，实施“星火计划”96项，完成科技扶贫计划29项。

此外，还全面实施了科技“一三五工程”，上述各类科技试验项

目和。工程’’，均已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了。科技兴昌"的进程。“七五一期

间，认真贯彻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事业发展。到199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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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科研生产联合体发展到50个，民办科研机构69家，引进和聘

用各类专业技术人才3000余名，研制和开发新产品330多项。科技

人员与生产单位签订技术承包合同，实行有偿服务，调动了多方

面的积极性。科技交易市场的兴办为交流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开

通了渠道。到1990年底，全县通过中介服务已登记技术合同392

份，成交额达1578．7万元。 ’

——科技人员积极性空前高涨，科技成果明显增加。改革开

放为科技人员带来生机，科技人员深人实际，积极开展科研试验

和利技成果推广工作。1978——1990年，全县共立项1705项，取

得科技成果1679项，获奖项目492项(次)，其中获国家奖的10

项，获市级奖的67项，获县级奖的415项。科技先进单位和先进

个人大量涌现。昌平县科委在实施“星火计划”过程中，工作扎

实，成绩显著，1986—1989年连续4年获市级“星火计划”管
理奖，1987年、1988年两次获市级人才培训奖。

——科技进入经济主战场，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振

兴农村经济为宗旨的。星火计划修的实施，为工农业生产注入活

力，“两个文明建没纾同步进展，全县各项经济指标1986、1987，

1988连续3年居于北京市郊区县先进水平。1990年全县社会总产

值完成48．7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32．2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

29．9亿元，农业总产值2．32亿元。粮食总产2．04亿公斤，平均亩

产568．1公斤。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飞跃发

展和深刻变化。

今后，随着全社会大力宣传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

学论断，全县将进一步深入贯彻实施“依法治县、科教兴昌”的战

略方针，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昌平县的经济建设一

定会出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喜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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