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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8 3年l 0月中共三台县委、县府下达了编写部门志任务，

1 9 8 5年春农业局成立了修志班子，正式开展工作。在县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由于县志办的具体指导和全体修志工作者的努力，经

过五年多时间的辛勤劳动，《三台县农业志》一书终于在今天同大

家见面了。应当说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

《三台县农业志》跨越了民国时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三个历史阶段，记述了民国2 4年(1 9 3 5年)到

1 9 8 5年5 0年间三台农业生产发展的曲折过程，展现了各个时

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半个世纪中的农业生产面貌

能在l 0多万字的叙述中较为完整地反映出来，并形成有机的联

系，对‘于帮助我们了解三台农业生产的发展大有裨益。

志书的内容比较充实，篇目结构合理，突出了农业部门特，；墓‘，

显示了三台的地方特色，文字简练，语言紧凑，可读性较强。希望有志

于农业生产发展的仁人志士和对这方面颇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古人说：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说睨修志工作是一

项承先启后，功德无量，具有历史意义的千秋大业，对当今“两个

文明"建设都有借鉴作用。虽然半个世纪已经离我们远去，如今作

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仍然居于重要地位。如何吸取历史经验教

训，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向深层次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

的战略重点之一，也是农业部门的基本任务。如果这部二苗能在农业现

代化建设中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话，那么，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兰弩鬟紫惹篙蓑田荣明三台县农业局局长
”～‘、“



年)，解放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在用语上统称“解放前力或“解

放后’’。对已经变更的地名沿用历史称谓，加注今名。

七、志书所用资料来源于地、县档案馆和本局内部的历史档

案，或缺的通过查访知情人提供口碑资料，经考证适当采用。有关

数据系本局核准上报之统计数据。数字的书写与使用，均按国冢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对解放前的农产量数

据，因档案中记载不完善，而在《三台县志》中只有1 9 4 9年的

数据，为此专门写了考证材料收入附录，以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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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领导小组成员(从左至右)

赵正中、芦念植、罗昌荣、田荣明，阮育贤、赵修元、赵纯武

编辑人员(从左至右)

王杰才、罗昌荣．阮育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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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志稿审订会正在进行

2·会场一角

3·田荣明同志在审订会上讲话

4·白谷兰同志和编写领导小组

部份成员留影

鼍一错



1．农业局环境和办公大楼

2．农业局职工帘舍

3．北街农业局职工宿舍

4．东业局招待所

盏越鞋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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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台抻杆公司办公楼

及职工宿舍

2·种籽公司仓库正面

3·种籽公司环形晒场

4·种籽公司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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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营农场场部

2·农场机耕道

3·鸭场

4·鸭场一角

5‘农场家属宿舍及晒场

囡选

某



◆ l·北坝农场场部

2·奶牛场

3·奶牛运动场

4·原建设棉花原仲场场部

5·原神场生产基地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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