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仃盛世修．言，志载盛世一，历有所闻．今为配合编修《广宁县志》，

值此良机·编写《广宁县农业机械志》，把我县农业机械的引进．推

广的历史与现状记述下来，留给盾人，也是我们今天从事农业机械工

作诸同志应尽职责。

我们在编志过程中， 遵循 膏立足当代， 详今略古， 详近略

远”的原则， 重点记述放在建国以后， 其中又以1965年至1987年为

主。同时又尽量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对本县传统的耕作农

(工)具，也作简略记述·编写前，我们认其查阅了本局及有关单位

的档案，调查了有关人员，对资料广收博采，并进行了认真的查对、

核实和筛选，力求资料的全面性、准确性和翔实性。

本志内容，是记述本县建国后引进、推广农业机械的发展、变化
过程。 既记述了适合本县山区使用的农业机械， 如手扶拖拉机的发

展，粮食加工机械的普遍应用。对某些不适应山区地理环境，虽然引

进了，农民难以接受，无法推广而搁置乃至报废的机具，也按照“不

溢美、不贬低”，作实事求是的记述。

我们编修本志，旨在存史，供后入借鉴。从五十年代中期，本县

开始推广农业机械和耕作工具，其中有得有失，我们将它的兴衰起伏。

记述下来，使后人有所借鉴。我们相信，它将为本县在今后引进农业

机械中，结合本县特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加速本县

农业机械化步伐，改善耕作条件，将会有借鉴作用·

本志以亨、节，目记述，全志分八章二十二节共五十五目·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边学习、边摸索，边编写，加之资料积存不

够齐全、系统，错误与不足之处，实难避免，恳望有关同志及同行们

指正·

广宁县农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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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例

：一本志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广宁县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

展变『艺过程。对传统农具仅简略记述。

二．按照详-人7攸mH古，详近略远的曩则，实事求是，寓观点于事实

之中。

三、本志横排纵写，先横后纵。分章、节、目三级。全志共9章

25节72目。

四、本志上限为1950年，下限为1987年，其中以1965年广宁县农

业机械局成立后至l 987年为重点。

五、本志资料来源，以档案资料为主，调查访问为辅。档案资料又

是以农机局的现存资料为主。资料鉴别，以书证为主，人证．物证为辅。

六、凡公历年、碍、日、年令、数量，一律用阿拉伯字。凡是世

纪、年代和农历年、月、目概用汉字。分数在文字中出现用汉字，在

表格中出现用数学符号表示。

七、地名、单位、职务、机械名称等，按当时称谓记述，第一．，久

出观}{j全俅，再次出现用习’磺简称。



概 述

广宁县在广东省西北部，北江支流之绥江中游，东邻清远、四会、

西连怀集、南与高要、德庆接壤、北靠阳山。处于北纬23度22分至23

度59分，东经112度05分至112度43分之间；东西宽5 9公里，南北长
6 8公里，绥江河由西北向东南斜贯全县境内’口面积2459．32平方公

坦，丘陵山地2951 228亩，占全县面积8 0％；耕地268088亩， 占全

凰面积的7．2 6％，其中水田235240亩。本县地处偏辟山区，’特别

是建国前，交通不方侵。物资多靠肩挑。但是森林资源多，覆盖面积

大．山溪水资源丰富，水流急，落差大、我们的祖先就撒据这些有利

条件，利用自然资源，以竹木制作水车， 利用水流冲力推动水车，

提水灌溉，舂米。当然，这些随着科学技术目益昌明，水电事业不断

发展的今天，它不竟是工效低，渐被陶汰，成为历史陈迹。
建国前，耕作靠人力畜力． 劳动强度大效率低， 耕作上粗放粗

管，产量不高o
⋯

建国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推广新式农

具和农业机械，改善耕作条件，提高工作效率。：在1954年开始推广使

用五一步犁，首先在县办示范农场(设在仁安)试用，然后向农业生

产合作社推广，同时开展了将旧式犁改装五一步犁。到lC56年，推广
使用五一步犁1264部，旧式犁改装五一步犁2570部。1955年推广双轮

双铧犁，到1956年，推广22部。1956年开始推广播植机械．是年推广

小麦播种器926台。1967年在新楼．江屯两公社推广广西6 5型人力插

秧机，1971年仿造水稻直播点播})I,2077台，l 973年推广广东7 O型大

苗央式人力插秧机和广东70一1型大小苗人力插秧机， 1974年再进一

步推广，有3 3个生产队使用5 9台，1979年推广东风74型机动插秧

机。脱粒机械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推广，到1970年有脚踏打禾机1790

台，到七十年代，随着水电的发展，电动脱粒机逐步增多，脚踏扣禾

机相应减少，到1978年仅存693台；而电动脱粒机发展到3198台，到

1980’i+增}J晦J]3622台，全县百分之八十七点六的生产队使用电动脱粒

．2．



机。到1981年以后，随着以农户为承包单位．部分折价转给农户，部

分卖出县外，部分使用时间长，年久失修而报凌。脚踏盯禾机则因其

机体轻巧，操作简便，价格较低，适合单户或联户使用，1982年后重

新发展，到1987年全县有1987台．1965年，个别jk队开始购置中型拖

拉机，到1978年全县有43台1667马力，以后迂步减少。手扶拖拉机比

较稳步发展， 1967年开始购置使用， 1971年全县有55台；1978午有

719台；1987年有1399台， 其中工农一一12K占81．9％。 由于电力的

发展。粮食，饲料加工机械发展很快，碾米机在农村普遍使用，1987

年全县达到1281台。

本县农业机械化水平，1987年， 全县农机总动力是76042马力，

每亩耕地有O．3马力，其中手扶拖拉机16750马力． 镪亩耕地有0．066

马力。农业机械总投资额为914．58万元，每亩耕地有36．22元。 在伙

业机械总动力中，耕作机械占22％，收获机械占18 6％。加t机械占

32．3％，排灌机械占6％，农运机械占20．9％，其他占0．2％。

从机械化程度来看，机耕面积最高的1978年只有9．78万亩，占耕

地面积的36．2％，以后逐年下降，到1987年机耕面积是5．6l万亩．占

耕地面积的22．2％；机械脱粒机面积最高1983年有35．26万亩．占水稻
面积81．86％o

纵观本县农业机械装备水平与农业机械化程度还是很低．这与本
县自然地理环境关系很大。水田分布在山问峡谷、低山丘陵，少数在

冲积小平原。梯田、岗田、山坑田占70％；田块小，每块面积小于0．2

亩的占30．5够，0．2至0．5亩的占35：5％；相邻田块级差小于15公分的

仅占26．2％，在30公分以上的占51％；道路坡陡又不平涧，这些对农
业机械化有一定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

不是我们对这些地理环境无能为力，而要看到本县适宜机械的面积达

60．3叻。只要我们认识本县特点，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扬长避

短，在推广使用农业机械中，以小型多样为主，机娥化半机械化和手

工工具相结合，人力畜力机动力并用；有计划地选择小型轻巧、机械

性能好、适应性广的农业机械，加怏本县农业机械化步伐口我们相信，

随着农业科研的发展，在中央提出。向农业倾斜”的方针指引下，实

现本县农业机械化将会为期不远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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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记事

1 954年
夏季，广宁县在南街举办农业实物展览会，展览会上展出了五一

步犁、脚踏打禾机、水稻中耕器等新式农具，开始对新式农具的宣传
推广工作j

9月，广宁县水利科组织了3台柴油机在古水区抽水抗旱，这是

使用机械抽水抗旱的开端．

冬，广宁法农业示范农场，首先试用新式农具五一步犁。

1 915 6年
春，广宁县农业科成立新式农具推广站，配有干部五久，1黄国新

任站长。负责新式农具的推广工作。

1 957年
8月，{新楼区红星农业高级合作社创办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利用

竹寨造纸厂的木制水车加木轮变速带动一珏电机发电。

I 962年
冬，本县第一座机械排水站，在新楼公社本册大队本册围动工，

1963年7月建成，’装配一台90匹马力柴油机，抽水泵，受益面积550亩。

1 964年
厚溪公社罗锅大队万岗围处，建成安装一座全县最早的电力排水

站，受益面积1430亩o
7月22日，广宁县首批水轮泵试验站开始在新楼公社的黄盆和黄

坪两个大队兴建。建成后，于8月11日，由副县长丰斌带领各公社党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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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书记和县各科(局)长前往参观，推广金县，年底全县共建成水轮
泵站11个。这是我县利用水轮泵站扬水灌溉的开端。

1 965年
3月，广宁县农业机械局成立，配备干部3．，、．。负责农业机械的

推广、发展等工作。

同年，厚溪公社，购置了丰收——27型轮式拖拉帆一台，这是我

县在农村中的第一台审型拖拉机。

1 966年
3月中旬，广宁县农业机械供应站成立，借用县物资局在南街南

门口的职工宿舍楼下作门市营业。配备干部、职工共3人。

‘1 967年
．

11月，江屯公社二村大队由县拨款4000元，购买了群力—-8型

手扶拖拉机1台，这是我县社队中最早的一台手扶拖拉机．

7月和9月，新楼公社红太阳大队和江屯公社二村大队，先后各
购买了人力插秧机5台，这是农村社队试用人力插秧机的开始。

1 968年 。．⋯、

12月，新楼公社红太阳大队，购进工农__11型手挟拖拉机1台，
这是本县使用工农——1l型手拖的第一个犬苡≥

1 96 9年
6月，排沙公社圹尾大队，由县拨款，购回工农——10型手扶拖

拉机1台，这是农村社队中第一台工农——10型手拖。这种本省新会
县生产的手拖，经使用，颇受群众欢迎。 ，

11月，洲仔公社洲仔大队，购买了机动喷务器l台，这是本县最

早购置使用喷务器的大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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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年
5月．县农机组选送沥楼公社的陈世德、叶杵汉、陈怍华、高友

汉、冯肇生，宾境公社的罗国祥、孔德南，厚溪公社的陈木罩，木格公社

的龙金庸、罗绍明等lo人到罗定县参加肇庆地区机械工业局举办的中

拖驾驶员学习班学习，是本县最早的经过学习培训的一批中拖驾驶员。

8月，新楼公社红太阳大队，购回机动插秧机l台，是本县农村

中第一个试用机动插秧机的大队。经试用，因普遍田块较细，自然条

件所限，适应性不理想，后调出外县，没继续使用推广。

1 97 1年
4月17日，县工业工作站在厚溪公社农机修配站召开全县农机工

作现场会议，各公社抓工业的负责同志，公社农机修配站站长及县商

业屈、财金站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共54人，肇庆地区农机组也派

出人员出席会议。会上，厚溪、排沙等农机修配站(厂)介绍了依靠

群众，自力更生办厂和因地制宜搞好农机生产的经验。到会同志还着

重饼究了搞好“公社农机管理站和大队农机服务站一的碾米机、打禾
机。统糠机、抽水机，人力插秧机，的建设和。小五机芹生产等工作。
会议于4月20日结束。

10月县农机组在洲仔公社举办了第一期手扶拖拉机驾驶员培训

班，参加培训人数70人，是本县培训的第一批手拖驾驶员o

1 972年
一2月1日至6日，县革委会在江屯公社召开全县农业机械化会议，

参加套议人员有公社(场)负责人，工，I，战线有关单位负责k，及县、

社农机系统单位负责人共5．71人。会议传达、 学习了省农业机械化会

议精神，研究制订了本县今后四年和九年的农业机械化规划．会后，

在2月23．日，广宁县委会发出了“关于批转《广宁县农业机械化会议
纪要》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公社及有关单位必须认真加强对农业机

械化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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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县机农组在江屯公社举办第一期中拖驾驶员训练班，
参加训练班人数41人，其中学员34人。至3月20日结束机械理论课程，

学员暂回社队参加春耕生产·

12月5日，本县第一期中拖驾驶员训练班复课，班址改设在木格

公社，进行驾驶训练，训练2个月后，在县城人民体育场考试，这是

本县培训的第一批中拖驾驶员·

1 973年
3月，县撤消农机组，恢复设立广宁县农业机械管理局，属县农

林水办公室管。黄洪任局长·

3月，广宁县农机研究所成立，隶属县农机局领导。农机局副局
谢应洋兼任所长。

同年，广宁县农业机械供应站改为农业械共应公司。 “月，李
兆坤任副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

1974年
1月，全县18个公社(镇)，除南街镇外，均设立了农机管理站。

六月，南街镇也相继设立了农机管理站。

7月15日，广宁县农机局由原属县农林水办公室管理划归县公交

办公室管理。

7月15日，广宁县农机二厂划归县农机局管理。

1975年
广宁县排灌总站，先后购进东方红——60、东方红——75型链轨

式拖拉机(推土机)各一台，是本县使用链轨式拖拉机的开端。
秋季，县农机开始筹备建办县农业机械学校。

1 976年
8月IO E]，县农机局按县委指示精神，组织了夏耕夏种进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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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宾坑、新楼、五和、石涧、排沙等公社和部份县属企事业单位的部
份F扶拖拉机共74台，分别到江屯一联和，潭布、jL市等公社支授夏
耕，前后历时lo天。

“月，广宁县农机学校成立'于l硒月15日开力·j第一期中拖驾驶良

学习班，参加学习学员136入。 *

l 2月i 0日，县农机学校开办第一期手拖驾驶员学习班，学员
76入。 。一

．

，

’。-

1 9 77年
l 1月1 5日，肇庆地区机械工业局，在我县五和公社召开全区

拖拉机安全生产会议，会议时间5天。参加会议人员有名．4县农机局局

鬣瀚霪点公社农机管理站站长、各县农机局抓安全生产的干部，共90
人。会议传达了广东省1 9 76年度交通安全先代会精神。广宁县五和

公社党委、五和公社江市大队、汪布大队手拖驾驶员吕水连、．广宁县

宾亨公社南村小学，以及新兴县农业局、郁南县大方公社、罗定县素

龙公往、封开县本风公社农机管理站等单位(个人)，．．介绍交流了搞好
拖拉机安全生产的经验。到会同志对照先进单位做法，总结了一年来

安全生产的成绩问题，并研究了进一步搞好拖拉机安全管理的措施。
1 0月1 5日，广宁县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成立。县革委副主任．

温树同志兼任组长，副组长周云芳(县计委)、罗启泉(县农水办)、

范友生(工交办)，小组成员有张青山(工业局)、陈展洪(农机
局)、蔡国章(．水电局)、蔡华养(林业局)、冯星兰(物资局)、

陈振超(商业局)、麦昌贵(交通局)、陈振英(财办)、黄德(县

交安站)、黎四(公路工区)·

1 9 78年
5月27日，广宁县革委会在南街召开全县农业机械化会议，至30

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县属有关单位、公社(场)和国营工脬的负责

人，公社农机管理站于部，公社农机厂领导，以及部份大队抓农机工
作的干部共300多人·’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第三次农业机械化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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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有关资料，总结检查了我县农业机械化的工作。新楼公社、五
和公社和木格公社。扶罗电站等单位介绍了经验。会议还诃论制订了

广宁县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规划草案，并研究了加强对农机化

工作的领导和如何管好用好现有农业机械等问题。会上，县委副书记

陈华传同志作了指示，县革委副主任温树同志作了报告和会议总结。

5月28日，县农业局在新楼公社农机厂举办一次农机急件；答复展

览会，展出有县农机二厂、新楼公社农机厂和五和公社农机厂等单位

的旧件修复展品62种，组织了县农机化会议的到会人员和部份公社农

机厂的修理_-[：300多人参观。
^ 、’

，1 1 9719年 ：， _z

秋季，县农机局由工交线划归农林水办公室管理，属农口线单位
之_。

同年年底，县农机二厂划归县工业局管理。，

i。 1 980年 ．

3月16日”，潭布公社中华大队新兴生产队手拖实习驾驶员何经忠

驾驶本生产队(广宁--0847)手扶拖拉机去江屯趁圩后， 返回中华
大从时，。车上有监护司机一‘人，沿途共违章乘搭5人及大米统糠等，

机车从新用二挡起步转升三挡，由于技术不熟，机车行驶不定，急窜
路出外，翻落13．6米高的坎下，造成乘搭人员死亡2、人，重伤1人，
轻伤T人，拖拉机严重损坏的大事故。

：

1982年 。。、·7 j，’|L．：。 ·j

9月24日，广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了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粤府

办(1982)7l号文件，贯彻允许农民个人购买农业机械的决定：’

1983年
j_ 8月29、日，广宁县疼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站成立，属县农机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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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由局内安掎}五名干部为农机安监站干部·各公社农机管理站均：谩
一名兼职农机安全员，

19 84年
、夏季，广宁县农机舄救为广宁县农、{k机械化服务公习·继续担负

原来农机局昕担负的行政管理职责。

月29日，J“宁县农机学校，。接受省机械工亚j子委托，承办广东省
农机会计师资班，参加学习的有来自各县的学员奶3人．。学>-j班篁5月7
l 8曰结束，历时20天·

第一章 农机发展

第一节 农 具·

一 本县农村在建国煎至缂国后的1953年农业生产均是使用IEI式的、
简单的手工农具和畜力零具。j954年_j’逐步宣传I试用、推广新式农
县， 并对一些．!El式农具进行改革， 一些传统农具在农户中仍继续使
用． ．

耕整农具

犁：是农业生产中的畜力农具之1一。用于水田或旱地韶土。由生

铁铸憾犁咀、犁壁和术制的犁架，以及拖绳等组成。使用时用牛在前零

·l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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