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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景德镇市境内农业技术发展迟缓，生产方式落后，农业

劳动生产率低，主要表现在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作物单产低；技术

落后，科学种田水平低；耕作制度单一，复种指数低；单一经营的经

济结构，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商品率低。

1949年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农业

合作化。农村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得

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

了“共产风”、“瞎指挥”、“浮跨风”，以及出现一些“左"的作法，严重

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之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致使农业生产徘

徊不前。

，1 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

反正，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制定了关

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在农业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

的一系列改革，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农村经

济出现前所未有的好形势。1984年，粮食总产33450万斤，超过历

史上最高水平。1985年粮食总产331 16万斤，生猪存栏10．45万

头，‘利用养殖水面1 84 I 1亩，水产品总产量l 42万斤。其他经济作物

也有很大发展，农村人平收入348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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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土地所有制

第一节 封建土地所有制

． 解放前，土地为私人所有，农业经营以个体为主，全县大部分土地被地主、富农占有，

耕者无其田．据江西农业统计记载，民国25年(1936)，浮梁县农户有17919户，其中自耕

农2299户，占12．8％；半自耕农4662户，占26．2％；佃农10958户，占61．2％．佃农耕种

．的全部土地和半自耕农耕种的大部分土地均为封建地主所有．

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剥削方式是以土地为基础，主要有如下形式：

．地租：民国23年(1934)《江西年鉴》载．浮梁地租形式有两种，一日谷租，占地租

70％．一般上等田每亩交谷租2石#中等田每亩交谷租1．5石；下等田每亩交谷租l石．二

日钱租，一般上等田每亩交纳租金5元(银元)，中等田4元，下等田l元．一般年景田租与

收获的比例为55 l 45．

民国26年(1937)浮梁纳租方法与租额

三种纳租方法所占百分率 钱租(每亩／元) 谷租(每亩／市石)

钱租 谷租 分租 上等田 中等田 下等田 上等田 中等田 下等田

30．00． 70．00 5．0 4．0 1．0 2．O 1．5 O．5

雇工：有长工(年工)、月工、日工(散工)．长工正月十六上工，到睹月二十四下工．

民国23年(J934)浮梁县年工、月工、日工工资情况表

单位：元(法币)

男 工 女 工 童 工
浮梁县

最高 最低 最 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年 工 64 30 24 18 24 7

月 工 12 0 2 1．5 2 1

农忙 O．5 O．2 0．25 O．13 O．15

日工
农闲 O．3 0．1 O．16 0．09

仁

，{j^．辟，H，”t^．■孙t弹％w■‘8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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