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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和工具的使用推进了人类的文明，那么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

却标志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然而，直到建国前，中华民族几千年

悠久的文明史上，农业机械几乎是空白，开封也不例外。方志所载

不过是从奴隶制社会的奴隶偶耕到秦，汉时期的铁犁、耕牛，从人

拉肩挑到畜力农具而已。

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机械的发展。从国民经济建设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有计划地引进、制造、推广、应用现代化

的农机具。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使农业机械

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逐步改变了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把亿万农

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设

中去，迎来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繁荣时期，开辟了中华民族现代化

文明的新纪元。

农业机械化事业在我国的历史上是一项崭新的事业，短暂的农

机发展史，有曲折，有坎坷，有高潮，也有低谷，风风雨雨几十

年，人民伟大的实践，留给后人的是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纂修志书，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在《开封地区农机志》的编纂

过程中，编者广征博采，搜集了百余万字的文征和口碑资料，经过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加以筛选和考证，方纂成志。志书’的编

写，坚持据事记述，不加雕饰的原则，突出行业特点，体现发展规

律，以类系事，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经纬分明·体裁齐全，详略

得体。文质相宜，朴实无华。融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资料性

于一体，是一部记注之书，是难得的行业资料书。

《开封地区农机志》的出版，无疑是农机发展史上的一件大

事。借古而鉴今，这枝灿烂的文明之花，将彪炳史册，为社会主义

搿四化’’建设服务，传之后世，起到资治、教化之功用。将启迪和

激励后人，更理智、更健康、更科学地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从

而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和进程。

，开封市农机局局长葛为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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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地区的农业机械化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逐步发

展起来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发展新型生

产力，抗御自然灾害，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服务农民生活起到了极

大作用。勤劳善良的广大农民，终于盼来了“点灯不用油，耕地不

用牛一的新时代。

古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编史修

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传宗接代，相承不断，犹如“火之传
，

‘

薪，车之接轨”。自古以来，编史修志’：对于治理国家，治理地
一 ●

方，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的当今盛

世，编纂农机志书，是时代赋于的使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同时，对于农业机械化事业的鉴往知来，更具有重要意义。

本志书记述了开封地区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兴起，发展和演变的

全貌；记述了机构沿革和人事更迭；记述了农业机械的经营管理、

教育培训、科学研究、修理、供应的历史和现状；记述了各种农业

机械的发展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志书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辩

专 f’
b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近略远，据

事记述，不加雕饰的原则，力求图文并茂，使其达到经世致用之目

的。

本志书采用述、志、传、记、录五体并用，图表穿插其中。全

志分正文和辅文两大部分。正文包括概述、大事记，门类志·辅文

分布在卷首和卷尾，前有序、前言、凡例，后有附录和修志本末。

“初生之物，其形必丑”。编纂农机志书，前无遵循，今无模

式，资料散失，残缺不全，加之编者修志经验空白，文字水平颇

欠，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暂以此稿付印，旨在广征博采，匡正谬

误，诚望各位专家、内行、知名人士，慧赐勘校，不吝指示，以期

后修，补充订正． ．

编者’

1988年1 2月于开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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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书记述时间始于开封地区农业机械化事业发端之时。．

原则上始于1951年，个别章节涉及到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

内容。下限断于l 983年8月开封地区撤销。为了编纂的方便和需要，’
’， 一

志书中的各种统计资料均迄于l983年底。

二、由于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时

间短，内容较少，所以本志书篇目结构的最高层次不设篇，采用
．

～

章，节，目，细目等多层次结构。以类系事，横排篇目，以时为

序，纵向记述。 ．一

三，采用规范化的语体文记述。 ：

四，时间记述采用公元纪年。 l

’五、称谓。地级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称开封专

员公署，1967年至1979年11月称开封地区革命委员会，1979年11月

至l 983年称开封地区行政公署。县以下称谓：l 950年至l 958年称

县、区，乡、村，1958年至1979年11月称县，公社，生产大队，。

生产队。1979年11月改公社为乡，改生产大队为村民委员会，由于

习惯，各种资料统计仍沿称原来称谓。 所以， 本志书1979年11月
，

_5’



后，县以下的称谓，仍称作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六、本志书中的数字，1949年至1962年，，采用开封专员公署统

计处编的《开封专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l 963年至1 966年和1 972

年至1983年，采用国家和省统计局批准的《农机系统统计年报》．

1967年至1971年，采用河南省统计局编的《建国三十年河南省农业

统计资料》。

七、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开封地区所辖县的数目也发生过多

次变化，为了记述的方便，志书中所有数字资料，除加说明者外，

均为兰考县、杞县，通许县、尉氏县、开封县，中牟县、新郑县，

巩县、登封县、密县等十个县的统计资料。

‘

，砝‘．≮



凡例⋯

概述⋯

第一章弟一旱
●

第一节

．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_一
●---一

四

五

／、
—王·

目 录

建置沿革

主管机构⋯⋯⋯⋯⋯⋯⋯’⋯⋯⋯⋯⋯⋯⋯(9)

教育培训机构⋯⋯⋯⋯⋯⋯⋯⋯⋯⋯⋯_(36)

科研机构一⋯⋯⋯⋯⋯⋯⋯⋯⋯⋯⋯⋯⋯(38)

，修理机构⋯⋯⋯⋯⋯⋯⋯⋯⋯⋯⋯⋯⋯⋯(39)

供应机构⋯⋯⋯⋯⋯⋯⋯⋯．．．．⋯⋯⋯：⋯··(41)

农业机械

动力机械⋯⋯⋯k⋯⋯⋯⋯一⋯⋯⋯⋯⋯(43)

拖拉机⋯⋯⋯⋯⋯⋯⋯⋯⋯⋯⋯⋯⋯⋯⋯(43)

煤气机⋯⋯⋯⋯⋯⋯⋯⋯⋯⋯⋯⋯⋯⋯⋯(45)

汽油机⋯’⋯⋯⋯⋯⋯⋯⋯⋯⋯⋯⋯⋯⋯⋯(46)

柴油机

锅驼机

电动机

)、-、

1

oo
／_，，一，

一

言序前

))

亡U

l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7

7

4

4

4

李



七 发电机组⋯⋯⋯⋯⋯⋯⋯⋯⋯⋯⋯⋯⋯⋯(48)

第二节 田间作业机械⋯⋯⋯⋯⋯⋯⋯⋯⋯⋯⋯⋯(59)

一 整地机械⋯⋯⋯⋯⋯⋯⋯⋯⋯⋯⋯⋯⋯⋯(59)

二 播种机械⋯⋯⋯⋯⋯⋯⋯⋯⋯⋯⋯⋯⋯⋯(63)

三 农田基本建设机械⋯⋯⋯⋯⋯⋯⋯⋯⋯⋯(65)

四 中耕机械⋯⋯⋯⋯⋯⋯⋯⋯⋯⋯⋯⋯⋯⋯(65)

五 植物保护机械⋯⋯⋯⋯⋯⋯⋯⋯⋯⋯⋯⋯(66)

六 收获机械⋯⋯⋯⋯⋯⋯⋯⋯⋯⋯⋯⋯⋯⋯(66)

七 排灌机械⋯⋯⋯⋯⋯⋯⋯⋯⋯⋯⋯⋯⋯⋯(67)

第三节 场上作业机械⋯⋯⋯⋯⋯⋯⋯⋯⋯⋯⋯⋯(86)

一 脱粒机械⋯⋯⋯⋯⋯．．．⋯⋯⋯⋯⋯⋯⋯⋯(86)

二 清选机械⋯⋯⋯⋯⋯⋯⋯⋯⋯⋯⋯⋯⋯⋯(88)

第四节 运输机械⋯⋯⋯⋯⋯⋯⋯⋯⋯⋯⋯⋯⋯⋯(91)

：一 人畜力运输工具⋯⋯⋯⋯⋯⋯⋯⋯⋯⋯⋯(91)

二 半机械化运输工具⋯一⋯⋯_⋯⋯⋯⋯⋯·(92)

三 运输机械⋯⋯⋯⋯⋯⋯⋯⋯⋯⋯⋯⋯⋯⋯(92)

第五节 农副产品加工机械⋯⋯⋯⋯⋯⋯⋯⋯⋯⋯(97)

一 粮食加工机械⋯⋯⋯⋯⋯⋯⋯⋯⋯⋯⋯_(97)

二 油料加工机械⋯⋯⋯⋯⋯⋯⋯⋯⋯⋯⋯⋯(98)

三 棉花加工机械⋯⋯⋯⋯⋯⋯⋯⋯⋯⋯⋯⋯(99)

四 饲料加工机械⋯⋯⋯⋯⋯⋯⋯⋯⋯⋯⋯(100)

第兰章 经营管理

第_节 ．管理．．．⋯⋯⋯⋯⋯⋯⋯⋯⋯⋯⋯⋯⋯(103)

一 任务⋯⋯⋯⋯⋯⋯⋯⋯⋯⋯⋯⋯⋯⋯(103)



= 措施⋯⋯⋯⋯⋯⋯⋯⋯⋯⋯⋯⋯n⋯·．

第二节 规章制度⋯⋯⋯⋯⋯⋯⋯⋯一一⋯⋯⋯一

第三节 经营形式⋯⋯⋯⋯⋯⋯⋯⋯．-⋯⋯⋯⋯“

一 国营⋯⋯⋯⋯⋯⋯⋯⋯⋯⋯⋯⋯⋯⋯

二 公社经营⋯⋯⋯⋯⋯⋯⋯⋯⋯⋯⋯⋯⋯

三 集体经营⋯⋯⋯⋯⋯⋯⋯⋯：⋯⋯⋯⋯··

四 多种经营形式并存⋯⋯⋯⋯⋯⋯⋯⋯⋯

第四节 经营效益⋯⋯⋯⋯⋯⋯⋯⋯⋯⋯⋯⋯⋯

一 国营拖拉机站时期⋯⋯⋯⋯⋯⋯⋯⋯⋯

二 集体经营时期⋯⋯⋯⋯⋯⋯⋯⋯⋯⋯⋯一

，三 多种经营形式并存时期⋯⋯⋯⋯⋯⋯⋯

第五节 安全监理⋯⋯⋯⋯⋯⋯⋯⋯⋯⋯⋯⋯⋯

．一 概况⋯⋯⋯⋯⋯⋯⋯⋯⋯⋯⋯⋯⋯⋯

二 地级监理机构的职责⋯⋯⋯⋯⋯⋯⋯⋯

三 县级监理机构的职责⋯⋯⋯⋯⋯⋯⋯⋯

四 监理员的职责⋯⋯⋯⋯⋯⋯⋯⋯⋯⋯⋯

．五 ’事故与案例⋯⋯⋯⋯⋯⋯⋯⋯⋯⋯⋯⋯

第四章 社会效益⋯⋯⋯⋯⋯⋯⋯⋯⋯⋯⋯⋯⋯⋯

第五章 教育培训

(104)

(1 18)

(120)

(120)

(121)

(121)

(122)

(1 29)

(129)

t 130)

(132)

(145)

(145)

(145)

(146)
‘

(147)

(147)

(152)

第一节 培动f形式⋯⋯⋯⋯⋯．．．⋯⋯⋯·：⋯．．．⋯·(168)

一 新式农具推广时期．．．⋯⋯⋯⋯⋯⋯⋯⋯(168)

= 国营拖拉机站时期⋯⋯⋯⋯⋯⋯⋯⋯⋯’(168)

三 集体经营和多种经营形式并存时期⋯Ⅲ(169)



’‘ 第二节币一1丁
：．，

●__一

培训人员⋯⋯⋯⋯⋯⋯⋯“⋯⋯⋯⋯⋯·

地级培训⋯⋯⋯⋯⋯⋯⋯⋯⋯⋯⋯⋯⋯

县乡两级培训⋯⋯⋯⋯⋯⋯⋯⋯⋯⋯⋯

第六章 革新与科研+

第一节 技术革新⋯⋯⋯⋯⋯⋯⋯⋯⋯⋯⋯⋯⋯

第二节 科研成果⋯⋯⋯⋯⋯⋯⋯⋯⋯⋯⋯⋯⋯

第三节 机具改革⋯⋯⋯⋯⋯⋯⋯⋯⋯⋯⋯⋯⋯

第七章 修理

第一节 修理制度⋯⋯⋯⋯⋯⋯⋯⋯⋯⋯⋯⋯⋯

一 计划预防修理制⋯⋯⋯⋯⋯⋯⋯⋯⋯⋯

二 换件修理⋯⋯‘⋯⋯⋯小⋯⋯⋯⋯⋯⋯⋯

三’ 自由修理⋯⋯⋯⋯⋯⋯⋯⋯⋯⋯⋯⋯⋯

-{“第二节 。三级修理网·：⋯⋯⋯⋯⋯⋯⋯⋯⋯⋯⋯·

i’t， 第三节 ’修理与制造小⋯⋯⋯⋯⋯_⋯⋯⋯⋯⋯

·一 ’一 地区农机修配厂⋯⋯⋯⋯⋯⋯⋯⋯⋯⋯

二 县级农机修造厂⋯⋯⋯⋯⋯⋯⋯⋯⋯⋯

． 第四节 经济指标⋯⋯⋯⋯⋯⋯⋯⋯⋯⋯⋯⋯⋯

第八章 供应

第一节 商品流转⋯⋯⋯⋯⋯⋯⋯⋯⋯⋯⋯⋯⋯

第二节 经济指标⋯⋯⋯⋯⋯⋯⋯⋯⋯⋯⋯⋯⋯

第三节 企业管理⋯⋯⋯⋯⋯⋯⋯⋯⋯⋯⋯⋯⋯

第四节 地方产品⋯⋯⋯⋯⋯⋯⋯⋯⋯⋯⋯⋯⋯

4

(189)

(1 93)

(1 93)

(1 94)

(194)

(204)

～l，))

O

0

2吁●t’●哼●

l‘●■

l／●＼((

)))

9

3

6

7

8

8

1l

1●I(／_，／L

)))

I

2口J

O

O

O

2

2

2，_／／-／／k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