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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当
日U 吾

盛世修志，乃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宝鸡市农业志》从

1 984年开始撰写，历经五载，广征博采j几易其稿，众手成书．这

无疑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好事．

《宝鸡市农业志》，是我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农业部门的资料

性的科学著述．本志审择史料，崇真斥伪，略古详今，如实地反映

了宝鸡的农业历史，重点记叙了中华人民共和闺成立后，在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我市农业曲折的发展过程，突出地反映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年来本市纠左求实，分户种田，人勤地

灵，粮丰民安的巨大变化．内容涉及农业大事，机构沿革，农业资

源，主要作物，农技推广，农业机具，农业科教，农业人物等诸多

方面。以效益论成败，寓褒贬于事实，以臻“资治、教化、存史"

之目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这本志书中的疏漏罅陷，企及补苴之．

杨玉震

一九八八年八月



凡 铡

j一、． 《．宝鸡市农业志》从收集到的新石器时代资料写起，到

圭987簪止．分9篇、3l章、56节，计二十多万字．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

三、本志横排竖写，大事记焉编年体，并附以图、表．

四、朝代、地名、人名，。均按习惯称呼，不加褒贬性修饰词。

五、纪年采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记事均在括号内

注明相应的公元年代。

；六、年令、数字、公历年、月、日均采用阿拉伯数字；夏历

年、月、日一律用汉字。

七、资料．谚语等正文不能包纳的列入附录．

八、汉字按国家正式公布的第一批筒化字为规范，标点符号语

法修词力争规范化．

九、照片、图、袭12乏篇为单元编号。如第一篇的头一张霉、表

或照片，即编号为图1～1，其余类推．

十、本志所焉统计数字，均出窦宝鸡市统计局所编《宝鸡市农

业生产统计资料》。使用1 98 5年底管辖县区的统计数字，个别篇章

包括武功县、扶甄县五暴乡数字蟓，均，}声注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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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政区沿革简述表览

时 间 辖 区 隶 属

1949年 今市区及虢镇、蔡家坡6区 陕甘宁边区宝鸡分区行

7月1 4日 1 1乡 政督察专员公署

1949年 虢镇、蔡家坡分别移交宝鸡 陕甘宁边区宝鸡分区行

11月5日 县、岐山县 政督察专员公署

1 951年 六个区，下设六个乡(上马 1 950年l o月11日，宝鸡

营，长寿、益门、姜城、店 市由宝鸡专区领导
8月20日

子、五里)

1952年

1月1 5日

2 o个街，6个乡(乡名同上) }1 953年6月1日，

陕西省直辖市

1 956年} 将原六个区六个乡调整为四

3月11日【个区四个乡
省 辖 市

1 956年i 辖四个区，区下设十一个街

5月1 1日1道办事处
j 省 辖 市

市区扩大。将宝鸡县的马
1 956年l 营、谭家村、渭滨、石桥四

；个乡的全部和卧龙寺等八个 省 辖 市

8月1日 乡共7 6个村并入宝鸡市，共

辖七个乡



1958年 郊区6个农村人民公社，市区

l o月6日 成立四个城市人民公社
省 辖 市

1958。年 将宝鸡县、太白区以及陇县

l 4月4日 的县功区划归宝鸡市
省 辖 市

辖金台一个市区十个街道办

1959年 事处，新设虢镇、太白、县

功、坪头、益门五个农村人 省 辖 市

1月1日 民公社，57个管区，844个生

．产队

1961年 将陇县、凤翔县和风县划归 1961年9月1 o日，宝鸡市

宝鸡市领导。将原公社调整 划归宝鸡专区领导
1月1日

划分为四十四个农村人民公社

将虢镇车站西闸口以西，石

1962年 羊庙和千河管区的川道地

区、金陵和陵原管区的南部 专区辖市

1月30日 地区划归宝鸡市。共辖十个

农村人民公社，五个区

将西虢区和马营、千河、石羊

庙四个公社的全部以及谭家

1964年 村、金陵、长寿、益门、石坝

河五个公社的部分地区共 专区辖市

6月26日 124个大队，698个生产队划

给宝鸡县。辖四个区，十三个

街道办事处，四个农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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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宝鸡市由省直辖 省辖市
8月1日

1 97 1年 撤销宝鸡地区，合并为宝鸡 宝鸡市由省
1 o月1日 市 直接领导

1 97 1年 将宝鸡县马营等l 9个公社划

归宝鸡市领导，新设坪头区和 省 辖 市
1 1月27日

郊区为县级单位，辖22个公社

1979年 宝鸡市与宝鸡地区分设，宝
省 辖 市

3月1日 鸡市辖金台、渭滨两个区。

1979年 宝鸡市与宝鸡地区合并，恢
省 辖 市

8月1日 复省辖市领导县(区)的体制

宝鸡市增设杨陵区(由武功1982年
杨陵公社与扶风县五泉公社 省 辖 市

1 2月20日 组成)

1983年 将武功县及杨陵区划归咸阳 省 辖 市
1 1月1日 市领导。宝鸡市辖十县两区。

1987年
宝鸡市辖十县两区。 省 辖 市

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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