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嘎0。

嘲
▲。Il

上海市专志系列从刊
—■—■■■—■■■●■■■■—■■■■■■■■■■一

《上海畜牧志》编纂委员会编

II I"“诎

．I-海市蠢牧办公耋，



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

上海畜牧
I▲
_▲

·匕、

主编钱根兴

副主编赵子琴

张友明

《上海畜牧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市畜牧办公室







⋯讯嵫●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尼

蚱
』”

货
码
肝

▲新油尔鸦(f让) ▲浦自、鸦(鲥)

●新浦尔码一叠一

卜内⋯qm∞







●繁吼半_=⋯的崇叫、_⋯r



n



序 言

上海畜牧业起始于新石器时代，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农家饲养牛、

猪、鸡、鸭主要为了耕田、肥料然后作为食品，部分出售。处于自给自足小

农经济的副业地位。到十九世纪，上海开埠后，才逐渐少数副食品生产的牧

场、奶牛场，畜牧业出现为城市服务的商品性生产的萌芽。

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副食品供给

的需求，肉、禽、蛋、奶的商品性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期间也克服了如饲料

供应等方面的各种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上海实施菜篮子工

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上海畜牧业开始走上现代化、商品化的道路，

成为上海农村重要主柱产业之一。养殖业的产值超过了种植业o

<上海畜牧志》的构思源于八十年代，到1996年上海市畜牧局决定组织有

关单位，调集人员进行资料的收集和撰写，到1997年基本完成初稿，又经有

关人员的审阅、修改，现巳编纂成书。这是上海畜牧界的一件大事，值得庆

贺o

《上海畜牧志>以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再现了上海畜牧业的发展轨

迹，具有“服务当代，功及后世”的实效。为上海畜牧业的持续良性发展提

供有益的借鉴。

在《上海畜牧志》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和老前辈给

予的热情关怀和帮助，我谨此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感谢，全体修志人员为

编志倾注心血、辛勤劳动，我借此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谢意。

让我们在新世纪里，为上海畜牧业进一步兴旺、发达做出新贡献。

上海市畜牧办公室主任

2000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上海市畜牧业

生产的历史和现状。

二、志以“综合古今，详今略古”为原则。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到各

类事物发端之初；下限原则上截止到1995年。部分记述到2000年。

三、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均按生产本身规律，如实记述其来龙去脉、兴

衰起伏，成败得失。

四、本志记述内容的地域范围为郊区lO区县。

五、本志按横排门类，纵述历史的原则采用章、节、目式结构，全志共

14章，全志之首设总述，为全志之纲；设大事纪，为全志之经。

六、本志资料的统计数据主要来源由参加编写的各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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