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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编

农 牧

宝鸡乃炎帝故里，后稷教民稼穑之区。周以农事开国，秦以粮足称雄。‘周秦以降，汉

有文景盛世，唐有贞观之治，皆赖近畿物阜民丰，人杰地灵。秦川西府农业文化历史悠久，

耒耜农桑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宝鸡先民活动始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期的北首岭人已有石斧、石锄、陶刀等生产

工具和粟等农作物，点耕农业步人锄耕农业。史载炎帝在姜氏城从事动、植物饲养、生产

活动，被尊为神农氏。周之始祖弃“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被尧尊为农师，舜推为

后稷。周人由豳迁于岐下周原，开发土地，发展农业，立家室，兴王事，作坊已具规模。周

以休耕制为特点，麦、黍、谷、稷为传统作物，稻为宴享之品，还有桑、麻及瓜果类。秦

穆公时粮足年丰，曾援晋救灾，从渭河两岸运粮，史称“泛舟之役”。秦景公时始用铁铲，

铁权等农具。《吕氏春秋》对农具、土地、排水、虫害等农事活动均有论述，其中包括宝鸡

先民的生产实践。秦简公在本区颁布了“出租禾”，按地亩征收赋税，承认私田合法，标志

着地主制度的正式确立。秦孝公着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促进了个体农业经济的发展。西

汉宿麦(冬小麦)栽培技术不断提高，奠定了日后关中粮食生产的格局。赵过推行“代田

法”，“一年之收常过漫田一斛以上”。汜胜之总结三辅经验：“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务粪

泽、早锄、早获”，我国传统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其间，还实行了集中使用水肥的“区田?

法”，以提高产量。隋唐时把风翔称为西京，农业、畜牧、蚕桑同步发展，形成了比较合理

的农业生产结构。明初，棉花已在本区种植，中叶，甘薯传人。清代，农业生产有了新的

发展，清人王士正《秦穆公墓》云：“雨雾陈仓晓日红，一片残春麦秀中”，邑产白麦供贡，

小麦质优闻名遐迩。本地区农作熟制已逐渐定型：山区大致一年一熟，原区两年三熟，川

道水肥条件优裕的田地为一年两熟。民国时期，本地区成立农业改进所，各县设立农业推

广协会、农会，负责农技推广；曾举办农业展览会，推广302号小麦和德字、斯字棉良种，

宣传骨粉、硝酸铵肥料，印发农业技术“浅说十六种”等农技资料。民国25年(1936)，严

禁种植鸦片，除害泽后。1949年全区粮食总产43万吨，平均亩产67．5公斤，种植业总产

值为1．63亿元。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减租减息，全区废除旧债粮1070余万公斤，银洋3万余元。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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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至次年5月，在全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耕地90余万亩、耕畜1．5万余头

(匹)、房屋6万余间、农具36万余件，分给了无地或少地农民，实现了千百年来“耕者有

其田”的宿愿。1952年全区粮食总产达51．2万吨，比1949年增长18．1％。1956年完成对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入社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93．9％。1958年2月实行“大跃进”，同

年9月，全区实现“人民公社化”，办起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干活不计工”，公社实行

统一核算，强迫命令、虚报浮夸j“一平二调”、刮共产风、，搞瞎指挥等五风盛行，加之连

续自然灾害，导致三年困难。1960年全区粮食总产下降至46．8万吨，比1956年减产

38．6％，群众生活“低标准、瓜菜代”，不少人浮肿，有的社员用衣物人山换粮，机关半天

办公，学校停课，普遍实行“劳逸结合”，1961年全区大家畜比1957年减少近10万头，农

民元气大伤。同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

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

等错误，退赔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物资、劳力，解散公共食堂，下放核算单位，恢复社员

自留地，调整农村经济政策，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区粮食总产增加到81．5

万吨，比1962年增长51．4％。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农业机构解体，干部下

放劳动改造，科技人员遭迫害，生产处于无人管理状态。1970年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为

实现粮食上“纲要”盲目扩种高粱、红薯，枪毙西瓜，禁止多种经营，又使农业生产受到

严重影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党的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1982年，全区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解放了生产力。1984年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116．5万吨，总产值达7．42亿元，

比1980年增长60．6％。1987年粮食总产126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1990年农业生产全

面丰收，总产值达17．428亿元，比1980年增长近一倍。

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指引下，本区对农业实行山、川、原分类指导，充分发挥自然

资源优势，推广“立体农业”，建设粮、油、菜、果等10个商品生产基地，农村由传统的

自给性生产开始向商品生产发展。

第一章农业体制变革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纳商鞅变法谏，国家分给每个成年农夫田百亩，承认田权私有，允

许土地买卖。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与日俱增，

广大劳苦农民世世代代挣扎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奴役之下。民国时期，占宝鸡地区总人

口2．76％的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却占有总耕地的8．90％，人均12．21亩；贫苦农民人均仅

有土地3．43亩，为糊口计，只得租佃土地。宝鸡地区地主和半地主式富农占有的土地45．67％

出租，租佃形式有按地亩定额交租的死租和租额一般在1斗至2斗(合15至37．5公斤)之

间的活租。千阳县地主土地租额高达总产量的二成至三成。亦有佃耕分成者，地主出牲畜、农

具、种子，佃农交出总产量的三成或一半给地主。“安伙子”出租、高利贷、雇工、无偿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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