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615

农业一

嘉兽农。+抄局绵



t．屉职工宿舍

1_杂交水桶制种

1_社坛九火队三队水

稻试验田一『9

7_u苛。

一社坛九大队社员稻

旧选种一『9

7_m书一





备耕整Ⅲ

t稻田施肥



弛坛蚕茧站收购忖：

f汇南红旗一队基建队改土砌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一～
／‘



—————————————7————————————1———————————————————————————————————————————————————————————一一





———————7———————————————————————————————————————————————一一／

。鼻一≮捶∥。>忠 丰都县综合农业区戈Ij图

图 例

；吾汪三袭镶、经专趸区

I 长2王量

2 墨屡河亚区

南：0匠山稂、椿．技区

F北部亚区

．2 ．南蠢亚区

南部串山林业互

I



——————————■7_—————————————————————————————————————_——————～⋯一
／



目， 录 一＼曼童．堡／
概述⋯⋯⋯⋯⋯⋯⋯⋯⋯⋯⋯⋯⋯⋯⋯⋯⋯⋯⋯⋯⋯⋯⋯⋯⋯⋯⋯⋯⋯⋯(，--3)

第一篇 生产条件

第一章 自然地理

第一节 位置地貌 ⋯⋯⋯⋯⋯⋯⋯⋯⋯⋯⋯⋯⋯“⋯⋯⋯⋯⋯⋯⋯⋯· <4>

第二节 土壤资源 ⋯⋯⋯⋯⋯⋯⋯⋯⋯⋯⋯⋯⋯⋯⋯⋯⋯⋯⋯⋯⋯(5---6)

第三节 农业气候 ⋯⋯⋯⋯⋯⋯⋯⋯⋯⋯⋯⋯⋯⋯⋯⋯⋯⋯⋯⋯(6--1D)

第二章 耕地⋯⋯⋯⋯⋯⋯⋯⋯⋯⋯⋯⋯⋯⋯⋯⋯⋯⋯⋯⋯⋯⋯⋯⋯(，D一4f)

第二篇 农业生产关系

第一章 土地占有 ⋯⋯⋯⋯⋯⋯⋯⋯⋯⋯⋯⋯⋯⋯⋯⋯⋯⋯⋯⋯⋯⋯

第二章 经济体制变革 ⋯⋯⋯⋯⋯⋯．．⋯⋯⋯⋯⋯⋯⋯⋯⋯⋯⋯⋯⋯·

第三章 收益分配 ⋯⋯⋯⋯⋯⋯⋯⋯⋯⋯⋯⋯⋯“⋯⋯⋯⋯⋯⋯⋯⋯·

第三篇 建置沿革

第一章 行政机构

第一节 机构 ⋯⋯⋯⋯⋯⋯⋯⋯⋯⋯⋯⋯⋯⋯⋯⋯⋯⋯⋯⋯⋯⋯(2，一27、

第二节 经费⋯⋯⋯⋯⋯⋯⋯⋯⋯⋯⋯⋯⋯⋯⋯⋯⋯⋯⋯⋯⋯⋯(28—32>

第二章 事业机构

第一节 秘书股 ⋯⋯”⋯⋯⋯⋯⋯⋯⋯⋯⋯⋯⋯⋯⋯⋯⋯⋯⋯⋯⋯⋯·(3，)

第二节 农技站 ⋯⋯⋯⋯⋯⋯⋯⋯⋯⋯⋯⋯⋯⋯⋯⋯⋯⋯⋯⋯⋯⋯⋯(3，)

第三节 植保站 ⋯⋯⋯⋯⋯⋯⋯⋯⋯⋯⋯⋯⋯⋯⋯⋯⋯⋯⋯⋯⋯⋯⋯(3，)

第四节 种子站(公司) ⋯⋯⋯⋯⋯⋯⋯⋯⋯⋯⋯⋯⋯⋯⋯⋯⋯⋯ (，3一，4)

第五节 土肥站 ⋯⋯⋯⋯⋯⋯⋯⋯⋯⋯⋯⋯⋯⋯⋯⋯⋯⋯⋯⋯⋯⋯⋯(34)

第六节 多经站 ⋯⋯⋯⋯⋯⋯⋯⋯⋯⋯⋯⋯⋯⋯⋯⋯⋯⋯⋯⋯⋯⋯⋯(34)

第七节 农经站 ⋯⋯⋯⋯⋯⋯⋯⋯⋯“·⋯⋯⋯⋯⋯⋯⋯⋯⋯⋯⋯⋯··(35)

第八节 科教股⋯⋯⋯⋯⋯⋯⋯⋯⋯⋯⋯⋯⋯⋯⋯⋯·⋯⋯⋯⋯⋯⋯··(，5)

第九节 保卫股 ⋯⋯⋯⋯⋯⋯⋯⋯⋯⋯⋯。⋯⋯⋯⋯一⋯⋯⋯⋯⋯⋯·(35)

第十节 农场⋯⋯⋯⋯⋯⋯⋯⋯⋯⋯⋯⋯⋯⋯⋯⋯一⋯⋯⋯⋯⋯·(35---36)

第十一节 农千校⋯⋯⋯⋯⋯⋯⋯··一·⋯⋯⋯⋯⋯·O a,Q e·⋯⋯⋯⋯⋯⋯(36)-

第十二节 农广校n·⋯．．．·⋯⋯⋯⋯⋯⋯j”．．．⋯⋯⋯⋯⋯⋯⋯⋯⋯⋯⋯·(36)

第三章 党群组织

>>)

7

r

2

}2

2

一一

一

5

t’●，}，2，L，＼，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共产党⋯⋯⋯⋯·⋯⋯⋯⋯⋯：i·⋯⋯⋯⋯⋯⋯⋯⋯⋯⋯⋯⋯··(，7>

第二节 共青团⋯⋯⋯⋯⋯⋯⋯⋯⋯⋯⋯⋯⋯⋯⋯⋯⋯⋯⋯⋯⋯⋯⋯(37)

第三节 其他组织⋯⋯⋯⋯··⋯⋯⋯⋯⋯⋯⋯⋯⋯⋯⋯⋯⋯⋯⋯⋯⋯·(38)

第四章 ‘学术组织

第一节 农学会··⋯⋯⋯⋯⋯⋯⋯⋯⋯⋯⋯⋯⋯⋯⋯⋯⋯⋯⋯⋯⋯·⋯ (38)

第二节 农经学组⋯⋯⋯⋯⋯⋯⋯⋯⋯⋯⋯⋯⋯⋯⋯⋯⋯⋯⋯⋯ (，8一，9)

第三节 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 (，9·4I)

第五章 局属企业

，第_节．农技服务公司．⋯··‘?⋯。··：⋯一．．”·j：·。⋯一。?，_i：⋯⋯!毫‘·⋯⋯·(4t)
第二节 农业资源开发公司 ⋯⋯·⋯⋯⋯⋯⋯⋯··oo·j：⋯⋯·；。⋯⋯·- (4 r)

第三节 复合肥厂⋯⋯⋯⋯⋯⋯⋯⋯⋯⋯⋯⋯··j⋯⋯⋯⋯⋯·⋯⋯⋯一 (41)

第四篇 农业种植

第一章 作物栽培

第·节 。粮食作物 ⋯⋯⋯⋯：⋯·?_：．．：：·：：：：．．．一．．．一⋯⋯!，·i⋯⋯·i_(42—47)
第二节 经济作物⋯⋯⋯⋯⋯⋯．．．i一⋯“·：．．．．·r．．⋯一··⋯⋯·⋯⋯⋯．。@7—52)

第三节 蔬菜⋯⋯⋯⋯⋯⋯⋯⋯⋯⋯⋯⋯⋯⋯⋯⋯⋯⋯⋯⋯⋯⋯ (52—53)

第二章 耕作制度

第一节 作物布局⋯⋯⋯⋯⋯⋯⋯⋯⋯⋯⋯”．．．⋯⋯⋯⋯⋯⋯⋯⋯⋯· (53)

第二节 复种和熟制⋯⋯⋯⋯⋯⋯⋯⋯⋯⋯⋯⋯⋯m¨⋯t·j⋯⋯．．’(53—55)

第三节’ 耕作．．．⋯·”·⋯⋯⋯”⋯⋯j⋯“⋯一一^⋯“⋯⋯⋯．．．⋯⋯⋯·(55)

第三章‘技术推广
。‘ ⋯⋯。

．

第一节 技术队伍⋯⋯⋯⋯⋯⋯⋯⋯⋯⋯·⋯⋯⋯⋯⋯一·一⋯⋯⋯(55—56)

第二节。 体系 ·⋯⋯⋯⋯⋯⋯⋯“‘⋯·‘··⋯jo⋯⋯⋯⋯⋯⋯一^⋯，⋯· (56)

-。第三节’ 推广方法⋯·“⋯⋯⋯。i_··⋯一i。-⋯⋯⋯·⋯⋯一¨一⋯。(56—64)

第五篇 种子工作．

第·章。 品种演变

第一节 水稻．·_!一¨w!⋯··⋯¨．．·：·．：一一·：·-：⋯⋯⋯．．⋯⋯⋯”r·_(65—68，

第二节 。玉米¨。．．ii·搿_··?“。⋯⋯¨?一?¨一j、·j?·?j⋯⋯一一叩⋯⋯t·⋯一 (68—69)

第三节 麦类 ．．．⋯··?⋯⋯⋯⋯··!：·：··：：·!：：：¨·：⋯⋯⋯⋯⋯⋯⋯” (6 9—70)

第四节 薯类 ”⋯⋯⋯_⋯⋯⋯··¨¨_⋯”⋯⋯⋯⋯一⋯⋯⋯⋯“ (70一7 r)

、第五节 油料作物．⋯·w·⋯⋯⋯⋯∥_·⋯、w⋯一叩．．．⋯⋯⋯一?⋯ (7 7—72)

第六节．其它作物·⋯⋯”⋯·”．D Q Q 6 D Dl Q．．一．·．．一⋯一⋯⋯⋯⋯⋯·⋯⋯⋯·· (72)

第七节 品种演变中的引种教训 ⋯⋯⋯⋯⋯⋯⋯⋯“⋯⋯··”⋯⋯⋯二 (72)

第二章 良种繁育



第一节 “双杂”亲本的繁育和制种 ⋯⋯⋯⋯⋯⋯⋯⋯⋯⋯⋯⋯‘(73—76)

第二节 良种的提缚复壮⋯⋯⋯⋯⋯⋯⋯⋯⋯⋯·⋯“⋯⋯⋯ol o。(76—77)

第三章 种子管理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种子工作方针、政策⋯⋯⋯⋯⋯⋯⋯⋯⋯⋯⋯⋯⋯⋯⋯(77—79)

品种资源的调查⋯⋯⋯⋯⋯⋯⋯⋯⋯⋯⋯⋯⋯⋯⋯⋯⋯··⋯·(79)

体制管理⋯⋯⋯⋯⋯⋯⋯⋯⋯⋯⋯⋯⋯⋯⋯⋯⋯⋯⋯⋯(79—8 o)

种子经营⋯⋯⋯⋯⋯⋯⋯⋯⋯⋯⋯⋯．．．⋯··⋯⋯⋯⋯⋯·(80一8f)

第六篇 植物保护

第一章 预测预报⋯⋯⋯⋯⋯⋯⋯⋯⋯⋯⋯⋯⋯··⋯⋯⋯⋯⋯⋯⋯⋯·(82—83)

第二章 。病虫草害防治·⋯⋯⋯⋯⋯⋯⋯⋯⋯⋯⋯⋯一．．．．．．一⋯⋯．．⋯··(83—84)

第一节’ 病虫草兽害一⋯⋯⋯⋯⋯⋯⋯⋯⋯⋯⋯⋯⋯⋯·⋯⋯⋯⋯·· (84—87)

第二节 灾害防治⋯⋯⋯⋯。“⋯⋯⋯一¨．⋯⋯一⋯一⋯⋯⋯⋯·⋯⋯ (87—92)

第三节 植保队氲⋯⋯⋯m⋯⋯⋯⋯⋯⋯⋯⋯⋯⋯⋯⋯⋯⋯．．．⋯(92—93)

第三章 植物检疫⋯⋯⋯⋯⋯⋯⋯⋯⋯⋯⋯⋯⋯⋯⋯⋯⋯⋯⋯⋯⋯⋯⋯⋯ (93)

第四章 天敌资源⋯⋯⋯⋯⋯⋯⋯⋯⋯⋯⋯⋯⋯⋯⋯⋯⋯⋯⋯⋯⋯⋯(93—96)

第七篇 土壤肥料

第一章 ‘土壤
。

第一节 、土壤普查⋯⋯⋯⋯⋯⋯⋯⋯⋯⋯⋯⋯⋯⋯⋯⋯⋯⋯⋯⋯⋯⋯ (97)

第二节 土地利用现状⋯⋯⋯⋯⋯⋯⋯⋯⋯⋯⋯⋯⋯·⋯⋯⋯⋯··(97—98)

第三节⋯土壤类型及分布：⋯⋯⋯‘⋯‘．．一⋯⋯⋯～～⋯．．⋯⋯⋯⋯··(98—7 03)

第四节 农业土壤性状‘⋯⋯⋯i⋯⋯⋯⋯⋯⋯⋯⋯⋯⋯⋯⋯⋯一(70了一705)

第二章 肥料

第二节 有机肥(农家肥)⋯⋯⋯⋯⋯⋯⋯⋯⋯⋯⋯⋯⋯⋯⋯⋯(7 05—7 06)

第二节 化肥⋯⋯⋯⋯⋯⋯⋯⋯j⋯⋯⋯⋯⋯⋯⋯⋯⋯⋯⋯⋯一(，06～108)

第三节 生物菌肥⋯·⋯⋯⋯⋯⋯··⋯⋯⋯⋯⋯⋯⋯⋯⋯⋯⋯⋯⋯⋯ (108)

第四节 施肥技术⋯⋯⋯⋯⋯⋯⋯⋯⋯⋯⋯⋯⋯⋯⋯⋯⋯⋯⋯⋯⋯ (108)

第三章 土壤改良 ⋯⋯⋯⋯⋯⋯⋯⋯⋯⋯⋯⋯⋯⋯⋯⋯⋯⋯⋯⋯⋯(108一109)

第八篇 农业经济管理

第一章⋯：经济结陶

第一节 产量、产值⋯⋯⋯⋯⋯⋯⋯⋯⋯⋯⋯⋯⋯⋯”．．．⋯⋯·(110—111)

第二节 农业产值结构 ··⋯⋯⋯⋯⋯⋯⋯⋯⋯⋯⋯⋯⋯⋯⋯⋯⋯⋯· (1 12)

第二章 经营管理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计划管理

劳动管理

财务管理

物资管理

成本核算

第三章 集体分配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一··⋯⋯⋯⋯⋯⋯⋯⋯⋯⋯⋯⋯⋯⋯-· (1l，一1lJI>
⋯⋯⋯⋯⋯⋯⋯⋯⋯⋯⋯⋯··⋯⋯⋯⋯⋯· (1‘14——116>

·················································-···-(1'16—。118)

⋯⋯⋯⋯⋯⋯⋯⋯⋯⋯⋯⋯⋯⋯⋯⋯·⋯⋯⋯⋯·· (118>一

⋯⋯⋯⋯⋯⋯⋯⋯⋯⋯⋯··⋯⋯··、⋯⋯⋯⋯·(118一12D>

清理准备⋯⋯⋯⋯⋯⋯⋯⋯⋯⋯⋯⋯⋯⋯⋯⋯⋯⋯ (1 20—l 2l>

产品分配⋯⋯⋯⋯⋯⋯⋯⋯⋯⋯⋯⋯⋯⋯⋯⋯⋯⋯ (12l—123>

总收入分配⋯⋯⋯⋯⋯⋯⋯⋯⋯⋯⋯⋯⋯⋯⋯⋯⋯ (12，一1 24)

分配兑现⋯⋯⋯⋯⋯⋯⋯⋯⋯⋯⋯⋯⋯⋯⋯⋯⋯⋯⋯⋯⋯ (124>

第四章 农业统计

第一节

第二节

笫三节

第四节

统计人员职责⋯⋯⋯⋯⋯⋯⋯⋯⋯⋯⋯⋯⋯⋯⋯⋯⋯⋯⋯(125)t

统计台帐⋯⋯⋯⋯⋯⋯⋯⋯⋯⋯⋯⋯⋯⋯⋯⋯⋯⋯⋯⋯⋯ (125)

统计资料手册⋯⋯⋯⋯⋯⋯i ota Q 0⋯⋯⋯⋯⋯⋯⋯⋯⋯⋯ (126)．

定点调查⋯⋯⋯⋯⋯譬·⋯⋯”⋯⋯⋯⋯⋯⋯⋯⋯⋯⋯(王26一130》

第九篇 场校企业

第一章 农场

第一节 农业⋯⋯⋯⋯⋯”·⋯⋯⋯⋯⋯⋯⋯⋯⋯⋯⋯⋯⋯⋯ (13l一1 32歹

第二节 工付业⋯⋯⋯⋯⋯⋯⋯⋯⋯⋯⋯⋯⋯⋯⋯⋯⋯⋯⋯⋯⋯”· (，33)x

第三节 管理经营⋯⋯⋯⋯⋯⋯⋯⋯⋯⋯⋯⋯⋯⋯⋯⋯⋯⋯⋯(／了4—135)

第二章 果牧场

第一节 变迁⋯⋯⋯⋯⋯⋯⋯⋯⋯⋯⋯⋯⋯⋯⋯⋯⋯⋯⋯⋯⋯⋯·⋯” (，35>

．第二节 经营情况⋯⋯⋯⋯·⋯⋯．．⋯⋯⋯⋯··⋯⋯⋯⋯⋯⋯⋯⋯⋯． (135)

第三章 农业干部管理学校

第一节 教务班子⋯⋯⋯⋯⋯⋯⋯⋯⋯⋯⋯⋯⋯⋯⋯⋯⋯⋯⋯(135—136>
第二节 教学⋯⋯⋯⋯⋯⋯⋯·⋯⋯⋯⋯⋯⋯⋯⋯⋯⋯⋯⋯⋯⋯⋯·· (136>

第三节 效果⋯⋯⋯⋯⋯⋯⋯⋯⋯⋯⋯⋯⋯⋯⋯⋯⋯⋯⋯⋯⋯(1，6—137)

第四节 经费⋯⋯⋯⋯⋯⋯⋯⋯⋯⋯⋯⋯⋯⋯⋯⋯⋯⋯⋯⋯⋯⋯⋯ (1，7>J

第四章 农业广播学校

第一节 建立班子⋯⋯⋯：⋯⋯⋯⋯⋯⋯⋯⋯⋯⋯⋯⋯⋯⋯⋯··(1，7一138)

第二节 教学⋯⋯．．．⋯⋯⋯⋯⋯⋯⋯⋯·⋯⋯⋯⋯⋯⋯⋯⋯⋯⋯⋯·· (138)l

第三节 成果⋯⋯⋯⋯⋯⋯⋯⋯⋯⋯⋯⋯⋯⋯⋯⋯⋯⋯⋯⋯⋯⋯⋯ (138)

第四节 经费⋯⋯⋯⋯⋯⋯⋯⋯⋯⋯⋯⋯⋯⋯⋯“m⋯”⋯⋯“(1，8一139)

第五章 复合肥厂

第一节 建厂⋯⋯⋯⋯⋯⋯⋯⋯⋯⋯⋯。⋯⋯“⋯⋯·⋯⋯⋯⋯·⋯⋯·· (1，9>



第二节 产品与销售⋯⋯⋯^⋯⋯⋯⋯⋯⋯⋯⋯⋯⋯⋯⋯⋯⋯⋯⋯ (139)

第十篇 杂记

+篇一章 农村付业

第一节 养殖业⋯⋯⋯⋯⋯⋯⋯⋯⋯⋯⋯⋯⋯⋯⋯⋯⋯⋯⋯⋯ (140一141)

第二节 小手工业⋯⋯⋯⋯⋯⋯⋯⋯⋯⋯⋯⋯⋯⋯⋯⋯⋯⋯⋯⋯⋯⋯(142)

第三节 其他付业⋯⋯⋯⋯⋯⋯⋯⋯⋯⋯⋯··⋯⋯⋯⋯⋯⋯⋯⋯⋯⋯·(142)

第二章 火烧岩米。⋯⋯⋯·⋯⋯⋯⋯·⋯⋯⋯⋯⋯⋯⋯⋯⋯⋯⋯⋯⋯⋯⋯⋯·(142)

第一节 土壤与水质⋯⋯⋯⋯⋯⋯⋯⋯⋯⋯⋯⋯⋯⋯⋯⋯⋯⋯⋯⋯⋯(143)

第二节 栽培及米质特征⋯⋯⋯⋯⋯⋯⋯⋯⋯⋯⋯⋯⋯⋯⋯⋯⋯⋯⋯(143)

第三章 先进代表

第一节 县人民代表⋯⋯⋯⋯⋯⋯．一．⋯⋯⋯⋯⋯⋯⋯⋯⋯⋯⋯⋯⋯、⋯(143)

第二节 省级劳模⋯⋯⋯⋯⋯⋯⋯⋯⋯⋯⋯⋯⋯⋯⋯⋯⋯⋯⋯⋯(743—144)

第三节 陈镜田 ⋯⋯⋯⋯⋯⋯⋯⋯⋯⋯⋯⋯⋯⋯⋯⋯⋯⋯⋯⋯⋯(144—147)

《丰都县农业局志》编写领导小组和编写人员名单

后记



概 述

丰都县，地处四JlI盆地东部边缘，东径1 07。28
7

3”一708。7 2’37”，北纬29。33 7，8“一
30。f6，25一之间。东临石柱，西接涪陵，北抵垫i丁、忠县，南达彭水、武隆。古属巴国，曾

为巴子别都。幅员面积2901．76平方公里。辖1 7个区和f个区级镇，65个镇，乡，686个村，

农业人口67．7 7万人，农业耕地76．16万亩。

长江自西南入境，向西北横贯入忠县，常称西北部为北岸j东南部为南岸。境内地

势，西北为河谷，平坝及丘陵低山，低而开阔舒缓，东南以山原中山为主，高而狭窄陡

峻。江北，主要山脉有：黄草山，主峰凉桑磴海拔1035米，蒋家山，主峰1003．3米，主要

河流有碧溪汛渠溪河，前者自忠县从董家镇入境，向西南经涪陵入江，有“倒流三县”之
说，后者源自蒋家山脉，与碧溪河平行，经涪陵县境入长江，水流迂缓．江南，主要山脉

有方斗山，主峰峡垭口海拔1827米，七跃山，主峰黄泥坡7922．8米，主要河流为龙河，由

石柱自江池入境，流向西南，斜切方斗山脉，转西北入长江。与忠县接壤的楠竹乡凤凰

嘴，海拔729．，米为最低，厢坝乡大塘坝海拔2000米为最高。

县内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立体气候， “十里不同天"。有五种不同农业气候区。

I区暖热湿欠伏早高温三熟区；Ⅱ区暖热湿适一般伏旱二、三熟混和区， I区暖温湿润二

熟区’Ⅳ区温凉湿润一熟区，Ⅵ区冷凉特湿林牧区。沿江河谷地区平均温度f8．30 o，

≥o。C总积温6900。G，无霜期336天，．年均雨量7087．7厘米，年均日照时数，333．，小时

常年辐射量8，．70千卡／厘米2。海拔每增高too米， 温度递减0．59。C，≥00 C移温递

2知。，无霜期递减6．7天，降雨量随海拔升高而增加，日照时数、光辐射量随海拔升高而

减少。积温的分配情况是：春季(多一5月，下同)29．9％，夏季(6—8月)38．t％，．秋季

‘‘9一¨月)25．7％，冬季(，2—2月)I，．，叻，秋温高于春温。降雨量的四季分配情
况是：春季29．7％．夏季37．3呖，秋季26．7呖，冬季3．7％，春雨多于秋雨，夜雨多于

昼雨。日照时数的分配：春季24．8叻，夏季44．5叻，秋季21．7％，冬季9．5呖。太阳辐射

量的分配：春季25．7％，夏季44．8％，秋季19．，呖，冬季10．8％，散射辐射量多于直射
辐射量。

’

农业区划分为三区：沿圹丘陵粮经养殖区，南北低山林粮区I南部中山林业区。由于

大气环流影响，光，热，水在时间分布上明显同季，且四季分明：冬冷，春早，夏热，秋
凉，有利农业生产。但春搔期内寒潮频籍，夏多绵雨，盛夏高温伏早，秋季低温绵雨。

l



我县t地占有别和爸国一洋可分三个时期：

地改革结柬列}9 56年，是小生寓者个涔听有制，

以人民公洼、勺主本的巢本多亍有制。

I 95 7窜土改以前为封建所有制，7 95 7年土

向集体所有制过渡时期I 79 57年以后，是

±地支攀舅，只占总人j 4．9 4历的也圭阶级， 占有总耕地4，．，4％，人均，5．185亩，

高者年收租谷三千百(每石200公斤)，雇农、贫农占总人口72．65％，沼有耕地只占

z，．6％，人均D．54亩。地主靠土地l殳哀地殂，·附以高颉押金、劳役、高刷货等，对挺民薤

行剥削压榨。农民辛勤劳动，丰年弦漾菜度日，稍有荒欠娶育驶莩．封建听有制咂重阻碍

了农业生产力的发畏，从民国十六年(，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问．人平产粮从194公斤

增到217公斤，增长7 1．2％。

，95，年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珥"，生产力得到碎放，人民政肖贷粮贷款挟持，1

加之等价交换的互相合作，农业生产持续上升。从1952年到1958年，人平产粮从298公斤

增加到4 79公斤，提高40．6％，油料作渤增阳7．26倍，生渚年底存栏数增长5，．5+3％。不劳

而获的地主分子和其他无业游民，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经过公社核算，到生产队核算，1982年后，在集本所有制不变的

前提下实行家庭经营承包。．与所有制相适应的在分配方法上，封建制时期实行交租制，农

民向地主缴纳地沮后，就是自己的，由于租重、押高，农民交租后所余无几， “糠菜半年

粮矽，终岁挣扎在饥饿线上；地主从农民手中获得地阻和其他劳动产品，常年过着丰厚生

活。土地改革后，人人拥有土地，所获产品，除交足国家的，余下便是自己的。集涔化后，

、按照国冢、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顿的京-il|l进行分配产品，7982荦实行冢!莲经誊，除交黾国

的，留好社会蓓利所需的，余下便是匀己的。

纵观我县农业发展，总的可分为两个阶段三个不同时期。民国初，军阀拉锯，从自身

利益出发指挥农业生产，常呈畸型。民国二十年(7石，，年)后，政府提倡垦荒，调查可垦

霭积，号召移民垦殖，官方效果不篷，但私垦不少。同时禁种鸦片，扩大冬耕，试验租推

广良种，：兴修水利，政府设农业技士-，到乡镇以谈话方式传授农业科学技术，发动人工灭

出，对推动农业生产起过作用。但由于封建所有制．严重阻碍农业生产的发是，从民国元

洋刭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2年，粮食生产才增长I，．2呖。解放后，人民政府把发畏农业
生产放在首位，但一段时间因过多的政治运动，过“左哆螅作法，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应有

的损失。三十六年的农业生产发畏，有三个不同时期：

恢复和发展时期：1950—1958年

丰都解放后，人民政府通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领导农民消灭了建封势

力，平均了地权，农民向地主阶级讨回了大量生产资科和生活资料，投入农业生产之后，

把农民在等价交换原则下组织起来，取长补短，并采用“就地总结、就地蒎广，，方法推广农

业生产技术，评选劳动馍范以鼓励提高生产量，推广新的农药农械，选用高产良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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