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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编写志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且是代代相传，志书成了祖国民族文化

遗产的伟大宝库。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比任何时代更要重视修志，使我国

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本县建县两千多年来，还无一部专门记载农业生产兴衰起伏的专业怒书。现

存的几部旧志，都只是零散地、孤立地记载．一些作物种类和农事活动，没有把农

业生产放在应有的地位，更没有全面反映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全貌。新

编地方志把经济门类列入重要篇章，无疑是志书学科上的一项创举，农牧志的编

写其本身就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双流县农牧志》是以本县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主线进行编写的。

通过追溯本县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力求揭示农业内部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重点是反映新中国建立三十六年来农牧业生产发展的成就和正反经验，为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党交给的光

荣任务，也是我们编写《双流县农牧志》的目的。

《双流县农牧志》编纂小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用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贝lj，力求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体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二)遵照“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的编写原更l】，上

限原贝lj上断至19 1 1年，下限断至1985年，个别章节为追溯事业源流或说明事业的

结局，上下限略有浮动。农业科技在旧社会不被重视，旧方志和历史档案中记述

很少，为补缺漏故尽量以简略的笔法记述，重点记述解放后三十六年的现状。

(三)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

呼，历史纪年在括弧内加注公元年号，省去。公元”二字，地理名称注明今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解放前，成立后称解放后。数字的书写一律用阿拉伯

字。

(四)本志采取以时为经、事为纬，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编纂

方法。金书分农业、畜牧、农经管理、农业机构等4篇，计22章、76节，共23万字。

卷首有概述、大事录，卷末有人物简介、文存、后记。每篇分章、节、目三级排

列，少数章、节有子目。

(五)本志为语体文，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力求文句简洁、朴实、通俗易懂。

全书采用述、志、记、传、录等形式，图、表、照各从其宜，分别运用，列于有

关章节内，互相映衬。



《双流县农牧毒》“。

领导小组及编纂办公室成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钱小白

副组长：黄有全

成 员：董桂森 税中霹 贾豢蔫 喾永蓦
j

i．

二、编写办公室成愚名单
尹

主编：刘仁远

编 辑：孙规劝、郭相其

封面设计：刘仁远



及编辑人员
《双流县农牧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合影

莳排左起：刘仁远黄友仝钱小白孙规劝郭秆{其

霹排左起：董桂森靴中原徐永其糸崇华贾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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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局机关办公大楼

县农技推广中心教学大楼和阶梯教室



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左)、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杨汝岱(右)，来我县视察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工作

本县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工作受到中央的表彰奖励



《双流县农牧志稿》研讨会全体同志合影



。崆R，k妇：皇喜，钆电。忸詈，器毫。乏哥

博盘蠕k罐薛旧彝世擦涮抖翟∞卜●o苫一哺糕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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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本县位于成都平原东南边缘，属岷江流域，都江堰灌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

沃，物产丰富，历代以农业为主，是成都平原重要的粮、油、猪生产基地。

清末和民国时期，由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全县仅占人口总户数4．15％的地主，却占有

全县48．12％的耕地。广大农民只得租种地主土地，终年劳累，所得尚不足温饱，当然也就

无力对土壤、肥料、种子、农具等进行必要的改良，因而直到1949年解放为止，仍然是古老

的耕种方法，简陋的生产工具，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全县粮食平均亩产仅370斤。

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1950年起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四大

运动，1952年秋，全县完成了土神改革，1956年冬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全县人民在国家支援

下，依靠集体经济力萤，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在水利设施上，婷成了蓄、引、提相结合的

灌溉系统，不仅使全县95％以上静耕鼬灌溉得到保证，而且放干冬水使十六万亩一季田成为

水旱轮作的两季田。农业机械从无到有，由少到多。1985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78832

台(件)，其18．1万旦力。耕作、排灌、脱粒、运轸和右副产品加工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和半

机枋伊，同时，拿县494个村中有492个通了电，农村用电詈1 985年达7806万度，平均每亩

耕．1fI，10R彦。农业生产用肥，除毛猪饲养帚比19d9缸增长5．8倍，自然肥料矽倍增长外，随

着国家化肥工业的发展，1985年全县施用氮素化肥11764吨(折纯氮计)，每亩耕地平均28．68

市斤。

农业生产条杜的陟善对生产的发展韶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发展农业“一靠政策，

二靠科．学矽。解放以来党对农业的政策一度发生“左黟的错误，故其发展不是直线上升，而

是迂迥前进的。

基本穿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7)。农村经过四大运动，土地改革，广大群众

生产积极性很高，党和政府及时领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与此同时，存农业科技一P开始推广“矮立多力、“南大2419"，逐步取代了“成

都光头，，、“黄花麦艿等低产品种；推广“胜利油菜黟，扩大甘兰型油菜栽种面积；水稻生

产上除了选用地方良种外，并推广新式秧田，好种壮秧，少秧密栽等技术。在畜牧生产上，

贯彻执行“私有私养公助万的养猪方针，采取贷粮贷款等措施，积极帮助贫困户发展毛猪，同

时，从1951年起开始推广药液注射预防猪丹毒，并实行反应死亡赔偿的政策t 1954年后，在

畜病治疗上不仅应用了西药制剂，在猪病预防上也由单一预防猪丹毒，扩大到猪瘟、猪丹

毒、猪肺疫三大病害的全面预防。、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40571万斤，毛猪存栏176281头，分

别比1949年增长24．4％和93％。

人民公社化初期(1959—1961)。1958年10N人民公社化后，强调“一大二公"，取消

按劳分配，就将高级社时期已经出现的“一刀切刀等左的作法发展成以“五风刀(即共产



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农业技术上出

现深耕越深越好，密植愈密愈好蛉违反科学的瞎指挥；在毛猪生产上，将社员私猪全部无偿收

归集体饲养， “搞百、千、万头猪场运动”(生产队建百头养猪场，公社建千头养猪场，县

建万头养猪场)。由于“左”倾错误的危害，从1959年到1961年农业生产连续三年大减产。

1961年全县粮食总产仅有20563万斤，毛猪存栏42219头，均低于解放前1949年的水平。

三年调整时期(1962—1965)。1962年，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纠正“左’’的错误，将原

来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并恢复了高级社时期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在生猪生产上实行“公养私养并举，

以私养为主矽的方针，因而农牧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十年动乱时期(1966—1976)。“文化大革命矽期中，在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各级领

导班子瘫痪的情况下，由于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所有制，因而广大

干部、群众能排除干扰，坚持生产。本县农技干部坚守工作岗位，不仅完成了水稻品种高杆改矮

杆的重大改革，而且经过四年的选育鉴定，予1969年培育出水稻良种“胜利矮”。这一品种

具有抗逆力强，米质好，产量高的特点，一度成为川西地区水稻的当家品种，荣获四川省重

大科技成果奖。

畜牧生产上，在引进畜禽良种的I驸，从七十年代起开始对毛猪品种进行杂交改良，选定
成华猪为母本，长白猪为父本的杂交相合，利用杂交一代育肥；同时推广配合饲料，提倡科

学养猪，改变了长期以来毛猪育肥饲养期长，消耗粮食多，经济效益低的落后状况。

1969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未认真调查研究本县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温、光资源的

情况下，采用行政手段，大面积推广双季稻。由于气温条件的限制，早稻烂种死苗年份多，

晚稻低产面积大，终于在1977年停栽。1976年，全县粮食总产58414万斤，比1966年增产

31．58％，但生产费用大大增加，增产减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1985)，党中央、国务院在经济工作方面首先抓住农业

这一环，拨乱反正，调整改革，实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在坚持土地等生产资料

公有的基础上，普遍推行家庭萨产承包责任制，从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采用先进技术，精

耕细作，实行科学种田的热情。面对千家万户急需具体技术指导的新情况，本县对农技推广

工作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革。在加强县、区农技推广机构，普遍建立乡农技服务站的基础上，

建成了以国家技术干部为骨干，以农民技术员为主体，实验、推广、培训紧密结合的农业技

术推广体系，对广大农民群众实行自愿有偿的各种技术服务，从而大大加快了农业科技成果

在本县的推广应用速度。本县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受到中央农牧渔业部和省、市领导部门的

重视和肯定，农牧渔业部将本县列为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基地县之一，并安排为联合国粮农组

织援助我国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两个县之一(另一个是江苏省、吴县)。

由于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在生产上有了自主权，粮食产量大幅度增

加，精粗饲料得到合理安排j国家改革农产品派购制度，允许集体、个人参予生猪经营，改

蕉价格体系，肥猪收购价实行随行就市，以_卜．诸因，大大调动了农民群众发展毛猪的积极

性 1985年底，全县毛猪存栏626445头，比1949年增长5．85倍，每年平均增长1．16％；出槽

肥猪506252头，比1949年增加12．85倍Jo‘1986年经中央农牧渔业部和省畜牧局批准，将本县

列为全国和全省瘦肉型商品猪基地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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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由农林牧副渔五业组成的农业经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三十年中，基本属于重

农、重粮的结构，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生产不发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坚持土

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劳动成果与农民利益直接联系

起来，使责、权、利三个根本问题得到辩证的统一，本县农村生产力得到又一次大解放。

19 76年全县粮食总产58414万斤，1983年为86476万斤，平均每年增产4007万斤，1985

年虽因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粮食作物面积比1984年减少10．36万亩，粮食总产仍达78184万

斤。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1976年为16119万元，1985年达26568万元，平均

每年增长7．2％。

随着农业生产连年全面增产，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三个层次上都

有明显的变化。1985年与1976年比较，经济作物面积由占粮经总面积的10％上升到22．36％；

农林牧副渔五业的比重，种植业产值由占农业总产值的74．4％下降到64．8％，而牧业则由

18．9％上升到23．55％，副业由4．4％上升到9％；乡镇企业总产值由1583万元，猛增到20116

万元，增长11．7倍。全县农村有8万多个劳动力从耕地上分离出来向乡镇工业、建筑业、交

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领域转移，各类专业户8719户，新经济联合体131个。在

“服务城市，富裕农村”方针指引下，本县农村已经开始由自给性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由

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

3



大 事 录

1、1919年(民国八年)，双流县成立实业所，管理全县农林、工商事项，是本县最早

的农业行政机构，原华阳县实业所也于同年成立。

2、1926年(民国十五年)双流县撤销实业所，组建成立实业局，继续前实业所工作。

3、1930年(民国十九年)双流县实业局更名建设局。

4、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推行新县政，裁局改科。华阳县建设局撤销，所管业务

归县政府第三科主管。双流县建设局子1935年(民国：十四年)撤销。

5、1937年7月(民国二十六年)，遵照《四川矧农情报告规则》之规定，每乡设置一

名农情报告员。

6、1938年11月(民国二十七年)，成、华附近发生牛瘟，省农改所派员防治。

7、1939年4月(民国二十八年)，四川省公布州四川省奖励农民治螟办法大纲’’。华

阳、双流、仁寿列为采卵、劈桩实施区，县、区成立治螟督导队，由省长、区长任队长。

8、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双流省农业推广脐成立。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华阳

县成立农业推广所。

9、1940年9月(民国二十九年)，双华、金花、九江、通江各联保猪传染性肺炎流

行，范围纵横20余里，感病猪支6000余头，死亡率达80—90％。

10、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双流县农推所在牧马山推广“德字棉"棉花良种。

11、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双流县农推所在牧马山王家场(现黄甲乡)、维新(现

胜利乡)推广马铃薯，贷出种子一万余斤。

12、1941年(民国三十年)，省农业改进所派技术员余百先来县，会同本县农推所人员

在九江、升平、双华、彭镇等乡，注射猪丹毒预防猪瘟，共预防毛猪125头，是本县用西医西

药为牲畜防病治病之始。

13、1941年(民国三十年)，双流县农推所推广“川大洋尖”中熟籼稻500余亩、“浙

场三号刀晚稻1200余亩。并引进推广小麦良种“矮立多力、“川福"20市担。

14、1941年10月(民国三十年)，双流县政府发布“严禁农民消耗郫县大叶子水稻种的训

令乃，组织推广水稻良种。

15、1942年9月(民国三十一年)，双流县政府为动员农户治螟，发布《双流县政府为

减少白穗(即螟害)增产粮食告全县农民书》。

16、1943年6月(民国三十二年)，双流县列入省的治螟实验区，由县长吕秉仁兼主

任，建设科长蔡玉钲兼副主任，农推所所长王世通任总督导。

17、1943年6月(民国三十二年)，华阳县政府发布水稻螟虫防治实施办法。

18、1943年11月(民国三十二年)，华阳县政府呈请省农改所拨小麦良种“川福"20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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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担，并派员分赴各乡组织推广。

19、1946年(民国三十五)，双流县引进水稻良种a422’’示范种植40亩。

20、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华阳县推广“德字棉”200亩。

21、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维新乡(今胜利乡)五保农民宋廷章，在0．8亩冬水田

里以“80早"配“浙场三号”试种双季稻获得成功，比一季中稻多收1．5挑谷子。

22、1950年1月，双流县人民政府成立，设民、财、教、建四科，建设科主管农、林、

水、‘交通等事项。原华阳县人民政府也于同年成立。

23、1950年，双流县推广小麦良种“矮立多”200亩，“川农二号”10亩。

24、1951年3月，华阳县人民政府发布奖励植棉的布告。

25、1951年春，本县开始土地改革，到1952年冬结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之规定，没收了剥削阶级占有的大量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26、1951年，华阳县推广水稻良种“川农422”41050亩，“川农1051"18300亩。双流

县推广“川农422”1000亩。

27、1951年，县成立兽防委员会。双流县由县长候国材兼主任，华阳县由县长申培林兼

主任。

28、1951年4月，双流、华阳各区乡成立兽防会。区由区长兼任主任，乡由农会主席兼

主任。

29、1952年4月，双流县国营农场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场址设通江乡潮音寺(现机

投乡潮音村)。

30、1952年5月，华阳县国营农场经批准成立。场址设万安乡东山庙(现万安乡东林

村)。

31、1953年，双流县成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兽医防治站。原华阳县农技、兽防两站也子

同年成立。

32、1954年春，本县开始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双流县试办了光荣、团结、胜和、丰乐

四个社，华阳试办了灯塔、火炬、前进三个社。

33，1954年春，全县推广新式秧田和少秧密植，并推广六六六药粉防治水稻螟虫，是本

县大面积采用农药治螟之始。

34、1954年春，开始推广磷矿粉作底肥。

35、1954年8月，华阳县兴隆乡l、4、8、i0四个树，发生猪、牛清水喉病，死牛6支，

死猪31支，县兽防站派员前去采取“封锁、隔离、消毒、深埋"等措施将此病扑灭。

36、1954年，双流县推广“日本油莱”和小麦良种“南大2419"。

37、1955年，双流、华阳两县建设科更名为农业科。

38、1955年，华阳农技站在鹤林乡推广用早稻培育再生稻315亩，平均亩产51．6斤，最

高亩产125．6)T。

39、1956年冬，全县实现农业合作化，入社农户占总农户90％以上。

40、1956年，在改革耕作制度中，重点是推广双季稻。当年，双流县种植双季稻3214

亩，华阳县种植双季稻16549亩。

。41、1956年春，华阳县育桑树苗950亩，发展蚕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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