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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淄博市农业局先后三次组织编写．修改此

志。按市志总体规划的要求，本志只记述到一九八五年。

农业的概念，一般为农．林、牧、副、渔五业。因林业．水

利、农业机械和气象另立志书，故本志只记述种植业、畜牧业．

农业与气、土，肥．具．虫，水以及优良品种，种植技术等

关系极大．发展农业不察天时，则徒劳无功；不辩土性，则种植失

宜；不择肥料，则事倍功半。不除病虫，则损物产；不选良种，则

难增收。总之，不讲科学，则难实现预想效果。为此，本志着重记

载了这些方面的变革。

由于资料不足，加之编写水平有限，本志所载。难免有不妥之

处，请各级领导与读者指正。

此志编写中，市直有关单位，各区．县农业局给予很大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l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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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篇概 况

第一章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

淄博市位于山东省中部，胶济铁路中段。是一个以采矿，化工为

主的、城乡交错的组群式工业城市。南与莱芜市相邻；北与高青．

博兴、广饶县接壤；西与邹乎、章邱县毗连；东与青州市，临胸县连

接。全市南北最大纵距9 2．3公里，东西最大横距7 1．5公

里．总面积3 4 2 4平方公里。

淄博行政区划几经变更，一九八五年底，辖张店，淄川．临

淄、博山、周村五个区和桓台县，共有5 8个乡，3 8个镇．

1 4个街道办事处，2 1 4个居民委员会，l 9 3 8个村民委员

会。实有1 8 7 8个自然村。总人口2 7 5 2 l 7 6人。其中农业人

口l 9 1 5 3 7 3人，占总人口数的6 9．6％；非业农人口为

8 3 6 8 0 3人，占总人口数的3 0．4％．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

里8 0 4人．

本市属于鲁中山区和鲁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境内多低山丘陵，

共有山头4 5 0 0多个，地势南高北低。南部最高山峰一一鲁山海

拔l l 0 8．3米，中部淄川区一般海拔2 0 0米，而桓台北部海

拔只有2 0米，最低的马踏湖区海拔仅7米。其地貌划分：南部为

中低山上升侵蚀区，以地壳上升为主，因长期遭受风化侵蚀及流水

冲刷，故岩石裸露，高山峡谷；中部为丘陵过渡带，地壳升降兼而

有之，侵蚀和沉积作用都有表现；北部为平原沉降区。沉积成巨厚

的第四纪冲积平原。全市山地9 7 2．4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2 8．4％；丘陵9 3 1．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 7．2％；平

原l 5 2 0．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4 4。4％。

境内较大河流有贯穿南北的淄河．孝妇河；还有范阳河、乌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i对．猪龙河，涝淄河．漫泗河，淦河等，均属小清河水系。淄河最

长．过境长度l 2 2公里；孝妇河次之，过境长度7 7公里．这些

河流有的被拦建成水库引水灌溉，但主要还是排泄山洪。

以上诸河，六十年代前长年流水，水质也好。六十年代以后随

着工农业的发展，采用水源较多，故冬春季节多数河流千涸断流．

其水质污染。

第二章农业自然资源

淄博市以土、气、水．生为主的农业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由于

历史的原因，有些资源遭到破坏。今后还需进～步保护．开发和利

用． ·

(一)土地资源：根据一九八三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

全市总面积为524．4万亩，农业可利用土壤面积占8 0％，其中耕地

2 5 4万亩，农业人口人均占有1．2 5亩。土壤分为四类：①褐

土(俗称黄壤土)：共3 0 3．2万亩，占可利用土壤面积的

7 8．3 6呖．主要分布在胶济铁路沿线，土层较厚，结构良好，

质地适中，肥力较高，适予种植小麦、玉米、大豆．谷子等多种作

物．③砂姜黑土(俗称黑粘土)：共4 7．9万亩，占可利用土壤

面积1 3．3 8％，分布在张店．周村．临淄北部的浅乎洼地。这

类土壤土层深厚．土质粘重，土性阴凉，±壤养分较差，但潜力较

大，适宜种植多种作物与树木。③棕壤土(俗称红砂砾土)：共

l 8．2万亩，占可利用土壤面积的4．7％，分布在南部砂石山

区，粗骨薄层，肥力很差，对喜酸植物生长有利。④潮土(俗称黄

砂土)：共l，3．8万亩，占可利用土壤面积的3．5 6％，分布

于桓台北部湖区和小清河两岸河间浅平洼地，这类土壤土层深厚，

质地细匀，可种植粮食，蔬菜、芦苇等。

(二)气候资源：淄博地处暖温地带，属半湿润，半干旱季风

气候区，四季气温变化明显。全市平均气温一般在1 2．3。C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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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1。G之间，月平均气温变幅为零下3．8。C一2 6．8 4C、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l 0。C的积温为4 2 6 9一一4 4 1 6。C，地

面温度年平均l 5。C，年无霜期为1 9 0一一2 0 3天，年日照总

时数平均2 4 6 1一一2 8 l 4小时，日照百分率为5 6呖——

6 4％，年平均地面收入太阳辐射总量为每平方厘米l 2 2一一
l 2 8千卡。由于自然条件较好，有利于多种农作物的生长．

(三)水资源：全市为一独立的水文地质单元，除淄河．小清

河有客水流入外，其他河流的补给水源是大气降水。据多年资料分

析：全市年平均降雨量为2 2．6亿立米，加上对全市地下水有影

响的各河流上游外区降水量．总计为2 4。3亿米，由于。淄博向

斜”的地质构造和“簸箕盆地”的地形特征，有利于地表水和地下

水的汇集及地下水的运动。据勘测，全市地下水的入渗补给量每年

为8．4亿立米，约占市内年降水量的3 7％．全市水利条件较

好，水浇地面积l 4 0万亩，占耕地面积5 6％。但目前工农业对

地下水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不够．年开采量已达9．4亿立米／年，

超采0。9 8亿立米，再加地下水污染严重，给水资源合理利用带来

很大困难。

(四)生物资源：淄博市历史悠久。地形复杂．野生及栽培生

物资源均较丰富。植物类：野生植物有乔木、灌木以及草本植物等

共6 0 0余种。人工栽培的植物有2 0 0多种。淄川、博山的柿饼、香

椿、花椒、粟子等，远销国外，桓台县马踏湖的藕、苇。荆家的芹菜。博

山池梨等．品质优良，驰名全省．全市植被面积(包括现有林地约

67万亩)。已由建国前一九四八年的4 5％提高到7 5．7‰野生的

兽．禽、鱼等各类动物(如狼、獾，山燕、喜鹊、啄木鸟．猫头鹰

等)，以及饲养的动物(牛，驴、骡．马、鸡．鸭、鹅．兔等)

2 0 0多种。其中“淄博山区黑猪”已被省列入地方良种。昆虫

类、菌类、藻类生物，野生和培养的分别有2 0 0多种和l 0 0多

种。仅农作物害虫天敌(如麦蚜茧蜂、玉米螟长距茧蜂等)，已知

的就有l 7 3种．



第三章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据资料记载：几千年前，人类就在淄博这片土地上开垦种植。

公元前十一世纪，齐建国于营丘(临淄)，前七世纪，桓公治齐，

兴农商渔盐之利，民富国强，曾。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北魏时

期高阳郡(今临淄高阳)太守贾思勰于公元5 3 3年至5 4 4年总

结了临淄．青州等黄河下游农民的耕作经验写成了《齐民要

术》。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直到

明、清两朝，才开始发展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婿桑蚕、

棉花．黄烟等。据成书于一九三五年的《胶济铁路经济调查》记

载：本市范围内，当时粮食亩产平均不到l 2 0斤，而且8 0叻的

小麦被商人买去，运往济南、青岛等城市，广大农民还是过着贫

苦的生活。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抗日战争时起，解放区农村实行减

租减息．全国解放后，又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

接着，又开展了互助合作和爱国增产运动，农业生产有了恢复与发

展。到一九五六年粮食亩产达到3 0 7斤。五十年代后期，由于

。左”的影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六十年代初出现了农业

倒退。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多种经营，

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农村认真贯彻了党中央的路线．

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农村经济开始走向综合经营全

面发展的道路。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一九／＼-----K年全市乡镇企业

已发展到l 0 6 0 0多处，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树劳力已有

5 0．6 5％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的总收入，已占农村

经济总收入的5 6．3％，农村产品的商品率有了很大提高。

农村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一九八五年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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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1 7 6 9 4 5万斤，比一九四九年的5 6 5 3 8万斤增长了

2．1 3倍；亩产由一九四九年的2 3 3斤增长到1 0 2 3斤，增

长3．3 9倍-蔬菜面积1 3．8 3万亩，比一九四九年增加

8．4 8万亩，总产8 7 6 0 0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加7 l 5 4 0

万斤；生猪存养量4 1．9 5万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6．5 3倍。

农村总收入2 0．9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近2 0倍。其中：农

业收入4 7 l 8 7万元，畜牧业收入1 1 3 3 4万元。农村向国家

缴纳税金6 l 3 5万元；集体提留1 0 8 7 4万元；农民所得

l 0 8 5 2 7万元；人均收入5 4 4元，创历史最好水平。农民世

世代代为之发愁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并出现了一部分“富裕

型”的村和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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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大事记

第一章---'／k四0年——一九四九年

一八四0年(清道光二十年)，农历五月，张店地区大雨加

雹．麦虽成熟，秸粒不获。

一八五一年(清咸丰元年)秋季，博山县大风，禾稼摇落殆尽。

一八五二年(清成丰二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桓台，张店

地区大风一昼夜，田禾均刮坏。秋大涝．

一八五三年(清咸丰三年)，桓台．张店地区农历七月二十八

日大雨水，田禾淹没，房屋倾塌无数。

一八五五年(清咸丰五年)秋，张店、桓台地区大水，有蝗

害．

一八五六年(清咸丰六年)春，张店、桓台地区蝗食麦苗。

一八五七年(清成丰七年)，淄川．张店、桓台地区春饥，夏

有蝗生，有飞虫如蜂，齿之尽死，秋禾无收。

一八五九年(清咸丰九年)，张店地区春．夏大旱，冬大雪。

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张店地区夏有蝗虫，冬有瘟

疫．民饥。

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张店地区夏蝗甚重。

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桓台县田禾多蜜虫(蚜虫)。

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张店．桓台地区夏秋旱、蝗。

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夏，湫问，博山、淄川蚜蝗(粘

虫)害稼，捕者数步之内，即得升许。

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淄川秋涝，平地过水，淄河暴

涨，沙石淤淹良田甚多．

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淄川、张店地区先旱后涝，农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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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六日始，大风连刮五日，谷无遗穗．

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博山、淄川．张店、桓台地区春

大旱，农历五月始得播种，后又生虫灾，秋无收益，农民纷纷往

陕、晋等地逃荒要饭。

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张店，博山、临淄、淄jiI大饥，

人有饿死者．

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农历6月间博山．淄川大雨成灾，

渚河俱涨，毁田害禾。博山孟家顶、羊栏．李家庄同受水患．

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桓台、张店地区大饥，民多流

亡，饥民迁移晋、陕、豫者甚众。

一JkJ',,Jk年(清光绪十四年)四月，l溢淄县雨雹，城北尤甚．

秋，张店，临淄、淄川大雨大风，秋禾尽淹。米粮昂贵，是年大

饥。

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博山，桓台、淄Jif因旱、虫灾

害，人多迁于陕、晋二省。

一八九0年(清光绪十六年)，临淄五月大水弥漫，禾苗受

损，民众四处逃荒，流入陕，晋两省数千家．

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 “立夏。后，临淄麦遭霜害枯

死，死后又新出岐吐穗．有的成熟．

一八九二年(清光绪十八年)，桓台县发生蝗害。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博山．淄川地区农历二月大

雪，四月大风拔树。五月雹灾，大者如碗。六月瘟疫，夏季大水．

孝妇河水深丈余。八月二十日，桓台水灾，黄水泛溢，城北淹五十

余村。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大雨，将

淄川西关六龙桥冲塌数丈，博山永济桥石栏，石堰及濒岸石路尽冲

毁。

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张店地区夏早，秋蝗灾。

-JL 0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张店地区春夏早，秋蝗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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