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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 言

巍山县地域辽阔，山川秀丽，资源丰富，物产众多。长期以来，

全县各族人民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养育了一代又一代。

“民以食为天”，自有人类以来，农业是最早的生产门类之一。

西汉时期，“耕田有邑聚”，“或土著或移迁”，“随畜迁徙，毋君长’?，

人们从事着原始的农业生产。

南诏时期，“蛮治山田，殊为精好”；“然专于农，无贵贱皆耕”。

时以农牧业为主，出现了“其富与蜀埒”的景象，境内实行农奴制

度，土地为奴隶主所有。

明代，实行卫所制，大兴屯田。同时，移江南百姓到蒙化进行

民屯。从事军、民屯的汉族官兵由中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他

们开垦田地，兴修水利，促进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明末清初开

始，田赋日趋加重，大批农民纷纷逃亡。土地荒芜，农业日衰。

解放前，巍山地区一直沿袭土地私有制，政苛人弊，赋重役繁，

历代统治者不问农事，只管收租，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苦不堪言，正

如民谣所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和农村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农

民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建国40多年来，虽历经各种政治

运动，农业几经挫折，但发展粮食生产之事历来受到各级的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与其他行业一样，进行了“调整、改

革、整顿、提高”，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o+同时，各级政府加大对

农业的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种植结构，以科技兴农，

全县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粮食生产连续10年获得丰收。

农业史是人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编写农业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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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用历史资料记述反映农业发展的兴与衰，从中找出发展规律，

提供各级领导作决策依据。通过编写农业志，达到“存史、资治、教

化”的目的，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懂得农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告诫青少年要爱惜粮食，热爱生产劳动，从而全力做好

农业和农村工作，为发展巍山经济作出贡献。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农业志》在县农业部门领导重视和县地

方志办公室的帮助指导下问世了，这是全县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

一件喜事。该志经四易其稿，历经14年成书，全书22万字。它篇

目设置科学、门类齐全，资料丰富，记述得当，虽尚有一些不足，但

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农业部门志。为此，我乐而作序。

茶崇亮

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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