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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首部《零陵地区志·农业志》出版发行，是全区

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值得庆贺。’．n|． ·。

零陵地区山水秀丽．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

发展农林牧渔业j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毗邻“两

广’’，面向华南、西南，对发展农业经济十分有利。历史

上，零陵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汉、店、宋时期，农业比

较发达，农副产品丰富，为国内粮食主产区之一。并为后

来者留下许多宝贵的农学遗产。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的影

响，历代的史籍中．对于区内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少有记

载，至于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起源，发展与演变过程，则

更难找到。这对于有着悠久农业发展历史的地区来说，不

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

：

新编《零陵地区志·农业志》．反映的是从清末道光

八年(1828年)至新中国建立后1991年的农业生产史实，

经历清末、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42年．在这163年

的时间中，社会变革极大，农业生产的变化和农业科学技

’术的变革频繁显著，是一段很有意义的历史。运用详尽的

史实记述．为划时代的历史结论提供史实依据。这是新编

农业志的主要任务。为此，新编农业志的着眼点，亦以生

产力为主线，重点记述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同时

记述与此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由此决定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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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方面的

’发展变化情况，是一本比较全面的农业经济发展志书。它

与县志有着互为经纬的作用。’

本新编农业志的作者，大多数是建国后长期从事农

业工作的老同志，老技术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农业生产史料，很多都出自他们自己的实践。因此，本志

资料比较充足．记述翔实可信．与此同时，各县、市修志

办、农业局也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科学数据，在零陵地区历

届从事农业工作的老同志，还提出了许多宝贵修改意见，

可谓集思广益，众手成志。值此，我向收集整理此志的同

志，表示诚挚的感谢。并恳切地希望全区农业部门的行政

领导者，管理服务者．科技工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借鉴历史，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在深化农村改革，

依靠科技兴农，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中创造更加辉煌

的业绩，为实现我区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

零陵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郑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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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我国就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不论哪个时

代。都有很多种历史著作流传到现在，不仅有国家的历

史．而且有各个地区的历史．还有各行各业的历史。农业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母体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

兴，百业兴．天下定。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和发展农业。

零陵地区历史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业一直处于举

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编印一部零陵地区农业志．反映全

区农业兴衰起伏的历史，对于探索未来，振兴农业经济．

是十分必要的。
‘

-． 《零陵地区志·农业志》．，记述从清末道光8年(1828

年)至1991年这163年的农业史实。全书分5篇20章69

节．有统率全书的“概述”．纵述历史的。大事记"。以生

产力为主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翔实记述

了农业自然资源、生产关系变革、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发

展速度、水稻、早粮、油料、果茶、烟草、棉麻蚕、其他

经济作物．以及土壤、肥料、种子、植保、农业机构、农

技推广、农业教育、国营农场等备个方面。全书结构严谨，

事以类从．归类得当．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文字通俗、

流利、准确、生动二资料丰富、史料价值高，读一读这一

部农业志，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零陵农业，建设零陵农业是

很有裨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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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从历史上来看，零凌是我国

南方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进入近代，零陵农业也并

不落后，特别是在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取得了显著的。

进步。今天．面向市场，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必须从我区

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的基本总

结。为此，必须要加强对全区农业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

懂得我们的祖先做过什么，没有做过什么，什么事情做对一

了，什么做错了，那就得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实际，正确

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找出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具有零陵

特色的农业发展的路子来。希望全区广大农业干部和农

民群众，认真阅读并充分运用这部志书，借鉴历史，把握

当前，规划未来．更好地发挥零陵的农业优势，加快改革

开放的步伐，加速零陵农业经济的发展。 ．t

，

零陵地区农业局局长张缘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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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一、本志是零陵地区第一部农业志，主要记述1828"-"

1991年零陵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变化情况。根据详今略古

的原则，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后农业发展变化过程。
。

二、本志以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为主线，力求抓住制约

农业兴衰变化的本质问题，揭示规律，以利读者吸取经验

教训，正确认识过去，建设当代，开拓未来。

三、本志力求资料性强，科学性好，思想观点符合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和面貌。

四、本志《大事记》以时系事，主要采用编年体，各

专业章横排竖写，纵横结合an全志述、记、志、图、表、

录并用。 ，
．

‘

’、

五、本志严格归属，为突出地方特色，因水稻是粮食

生产的I大头．境内的主产．特作详细记述。

六、本志采用记述体，坚持事必求实，秉笔直陈。各

种数据，以地区统计局的为准，统计局没有的，以地区农

业局的为准．重量单位一般采用吨、公斤·民国时期以前

的，采用当时所用的担、市斤。

七、本志资料之搜集，主要来源于地区农业局、地区

档案局、省农业厅、各县农业局、省图书馆、省档案馆，

各县修志办．衡阳市农业局修志办、祁阳县农业局修志办

也提供了大量资料，谨表谢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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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零陵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江上游，西南与广东、广西接壤，北

跟衡阳相连，西北与邵阳地区交界。全区辖永州市、冷水滩市、祁

阳县、东安县、道县、江永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宁远县、新田

县、蓝山县、双牌县等11个县市。至1991年，土地面积22337．1

平方公里，有耕地432．74万亩，其中水田355．04万亩，旱土

77．70万亩，山地2428．98万亩，水域140．79万亩，大体是

“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村镇”的格局。共有人口524．29

万，其中农业人口471．8．3万人． ，

境内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是发

展农业的一块宝地。粮食作物有薯类、麦类、豆类、玉米、高梁、

粟米等各种旱粮，水稻为粮食作物之主产，遍布全区各地。宁远，

道县历来有红薯半年报之称，冷水滩、祁阳素称大豆之乡。经济

作物种类多、门类全，是全省柑橘、烤烟、甘蔗、药材j蔬菜、花

生等的主要产区之一。烤烟产量居全省之冠，宁远、新田名列全

省前三名；甘蔗产量，居全省第二位，江永、道县名列全省前五

名；柑橘面积居全省第一，产量名列全省第三名，祁阳、东安、道

县为全国附橘生产基地县。江永沙田柚、哈姆林甜瞪，居全省第

一位。“零陵是块宝，好似黄金坨，稻豆薯麦茶，烟蔗罗汉果，橘

橙桃李柿，猪鱼鸡鸭鹅，山上林果茂，地下矿产多”。这首民谣，

说明境内物产丰富，，名、优、特、稀产品傲多。江永香米7，久负

盛名，古时有“永明好米，其香五里”之说。江永香芋、香柚、道



2 概述

县红瓜子、江华苦茶、蓝山金m、永州溥荷、祁刚草席，驰名IIl

外。零陵砬m、脐瞪、哈奶林甜瞪，号称零陵Ⅲ橘“三绝”，都评

为农业都优质水果奖．道县恫子李、饼子李、祁阳藕柿，江永水

柿，为稀贵名产。蔬菜自古有“道县韭菜宁远。葱”之称。蓝山火

臼苦瓜、道县长线丝瓜、永州粉东瓜、祁阳黄花菜、新田陶岭三

味辣淑、江华珍珠报，为地方特有品神，享有盛名。境内的零祁

盆地、道江盆地，沃野开阔，平川润泽，阡陌交错，人口密集，农

产丰富，“春时菜花飘香，夏时绿满田畴，秋时橘红满附，冬时麦

苗吐翠，”是湖南农业精华之地，粮、果、、猪、鱼、蔗、烟主产区。
，

(二)

零陵是南万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是水稻、l=lj橘、茶叶生产

发源地之一，江永野生稻、道县野编，江华野生苦茶就足以为证．

秦始皇开凿灵渠，不仅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使零陵成为南北

经济交流的通衢，也为发展境内农业创造了优越条件。汉武帝初

年，零陵普遍运用铁制农具和牛桃从事农业生产，并成为全国重

要的水稻产区．店宋时期，永州、道州荒地大部开垦，梯田显著

增加，推广了水力筒车提水抗旱，用来耜从事耕耘，人工广泛种

植m诵。梆宗元在永州任司马时，种儡千株，写下“橘汕怀贞质，

受命此炎方，密林耀朱绿，晚些有余芳”的诗句。韩愈也写过

“兹地在湘1{ci，家臼种黄橘”的诗文．店代，零陵县为湖i时省16个

主产茶县之一。明初，采取奖励垦荒．扩大电田，兴修水利，减

轻赋役等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旋，睫元代遭受战争破坏的农业得到

迅速恢复和发展，+自褂农数量增多．清初，永州经历长达36年

(1643""1679年)之久的战争破坏，火片田土荒芜，庐舍丘墟，饿

殍毅道。康熙年问，朝廷实行拥抚流亡，鼓励垦荒，整顿田赋，摊

丁入宙等措J悫，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稻谷常有输出，曾有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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