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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距今30000年前出现灵武水洞沟文化，1038

年岩项族于兴庆府建立大夏国，1928年lO月19日国民政府颁令设置宁夏省，1958

年lO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宁夏地处中原农业文化与西北边疆草原文化的过渡地带，是北方游牧民族

与中原农耕民族相互联系和交往的地区，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

互相吸收和补充，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多元文化结构，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

遗迹和历史记载。尤其这一地区自古为“西陲牧地”，“水草丰美，土宜产畜，牛

马衔尾，群羊塞道(《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素有“畜牧为天下饶(《史

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畜牧甲天下({：金史·西夏传》)”之美誉，畜牧

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宁夏广大农牧民和兽医在长期的畜牧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动物疾病

防治经验和知识。早在汉代，宁夏因盛产食盐，而在安定郡三水县(治今同心县

韦州镇)设盐官(《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唐代即确定“枸杞，甘州(治今

甘肃省张掖市)者为真(《千金翼方》)”：宋代公认“柴胡，银州(治今陕西省榆

林市南)者为胜(《本草图经》)”；．中华民国时期开始甘草药膏加工和植桑养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兽医得到全面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慧合医学、中兽

医医药学方法论研究：正邪辨证的应用：枸杞、甘草、麻黄、银柴胡等地道药材

和人工牛黄的开发：颢窝颧弓穴的发现和扎骟、药骟等骟割技术的创新：家畜黄

肝病、牛猝死症、驴喘气病、骆驼棒状杆菌病、人畜多房棘球绦虫病的防治等等

在国内、国际居于领先水平。所有这些资料都有必要整理成册流传下去，为当前

和今后的畜牧业服务。有鉴于此，自己将多年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加工整理成《宁

夏中兽医志》，作为一份薄礼献给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

由于自己的学识水平和专业能力有限，纂志经验不足，加之时间紧迫，资

料缺乏，难免存在挂少漏多和有失精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

进一步修订完善。

‘宁夏中兽医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中国畜牧兽医学会荣誉理事长、中国

畜牧兽医学会中兽医学分会会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于船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

持，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编纂者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尼 例

一、《宁夏中兽医志》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详实地记述宁夏回族自治区中

兽医事业发展历程全貌的大型专业志书，是中兽医事业的重大科研成果和基础建

设。它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统合古今。

详今略古；粗细结合，详略得当”的原则编纂。

二、本志由大事记、正文(包括章、节、目、子目、孙目)及附录组成。

正文各章的名称和顺序为概况、简史、理论、方剂、中药、针灸、病证、教育、

学术、机构、人员、文献、谚语。

三、本志以志、记、述、录、传等体裁穿插并用，以志为主，记述以时为

经，以事为纬，纵述事实，横列门类，以类系事，以事系人，对人和事没作评论，

未加褒贬，寓经验教训于史实之中。

四、本志人物传记中的立传人．按参加自治区及其以上各种中兽医活动(包

括学习、学术、获奖、优秀论文、科研成果等)作为取舍标准。

五、本志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以时间为主．时间与朝代或每朝代习惯划分阶

段相结合。

六、本志中首次出现的各种名称均用全称．重复出现需要简称的在括弧内

注明；对地理、政权、官职等名称，均用当时的称谓。需要说明今名的注在括弧

内：病证用现代名称或中兽医名称。

七、本志尽可能减少与先期出版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疫病志》交叉重

复。

八、本志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对某些必须沿用的历史传统纪年

均在括弧内加注公元纪年：记事的时间断限，上限不界，因事可追溯千古，下限

截止1998年12月31日。

九、本志采用1984年3月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

定的公制计量单位，对部分原始资料中的旧制也换算成公制。

十、本志引用的数据以官方统计数为主：对数字的应用遵循1987年2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十一、本志的称谓一律用第三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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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距今30000年

宁夏北部出现水洞沟文化。

约公元前3500--2000年

宁夏北部出现细石器文化，南部先后出现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仰韶文化、

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马家窑文化店河·菜园类型、齐家文化。

402年

北魏5万人攻鲜卑没奕于于高平，又于瓦亭获没奕于马4万余、牛羊9万

余只。

1038年

李元吴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

1227年

西夏灭亡。

1436年

《宣德宁夏志》中有枸杞的记载。

1488年

道光·《中卫县志·建置考·城池》记述：枣园城。弘治元年建，至乾隆四

年重修。大枣栽种历史距今已有460余年。

1501年

《弘治宁夏新志》记载。枸杞栽种至今已有近500年历史。

1540年

管律重修的《嘉靖宁夏新志》(八卷)成书。

1 796年

乾隆·《中卫县志》中记述：“宁安一带家种杞园，各省入药甘枸杞，皆宁产

也”。知县黄恩锡诗云：“六月杞园树树红，宁安药果擅寰中，千钱一斗矜时价，

绝胜艘田岁早丰”。中宁所产枸杞，清朝列为“贡品”。

1 780年

张金成等编纂的《乾隆宁夏府志》告成。

1 840年

9月17日 鸦片战争爆发。

1845年

3月 陕甘总督林则徐下令。严查陕甘两省交界处各要道，防止鸦片由陇东

·I。



地区输入甘肃省，并在全省厉行禁烟。当时甘肃吸鸦片者，与东南省份相比。为

数尚不算多。

1875年

5月 鸦片自道光年间流入西北，至咸丰朝开始大量种植，遍地烟花．人民

受害颇深。左宗棠认为情况严重，开始在甘肃禁种鸦片。但由于各级官吏层层欺

瞒。收效甚微。

1878年

8月 左宗棠在甘肃大力禁烟。本月对宁夏府禁烟得力和查禁不力官员分别

给以奖惩。

1881年

4月 甘肃当局为了筹集军饷而大开烟禁，自本月始，全省各厘金局正式抽

收烟厘。至此，左宗棠在甘肃之禁烟宣告彻底失败。

是年 甘肃省在兰州城隍庙设立牛痘局，宁夏府和各州、厅、县均设分局。

第一次普及“种痘免疫”。

1 900年

是年 清廷命甘肃每年认解庚子赔款银三十万两，而甘肃全年地丁额征银

仅二十万两·司库所分配之十七万两，只得以加征罂粟地税为底款；厘金局所分

配之十三万两，也只得以增抽烟酒税及土药(鸦片)税解库归款。

1904年

12月1日 北洋军阀在河北保定成立北洋马医学堂。标志西方兽医学开始

在中国传播。

1908年

是年 宁夏税制由厘金改为统捐，各收各解，同时设立百货税局、土药税

局(后改称为禁烟税局)、皮毛税局、牲畜税局、盐税局等。

1 909年

4月8日 宁夏将军台布奏称，宁夏满营官兵，戒烟净尽，要求给有功之协

领瑞锃等传旨嘉奖，清廷一如其请。

是年 宁夏厉行禁烟，杀一姚姓吸烟农民示众。强令禁烟两年。虽未禁绝．

但亦收到一定效果。

1910年

1月28日 宁夏将军台布奏称，甘肃省至今遍种罂粟，无人过问，“家家烟

火。彻夜开灯”．请朝廷新任陕甘总督长庚认真办理禁种、禁吸二事。

3月 宁夏满营正蓝旗佐领孟赍、骁骑文广。因阻挠戒烟，均被革职。

·2·



1 91 2年

1月1日 中华民国成立，大总统颁令改用公历纪年。

1 91 4年

是年 国民党政府发布废止中医药宣言。

1915年

3月 甘肃将军张广建通令全省禁种鸦片．并派员赴各地查拔烟苗。

是年 马福祥在宁夏厉行禁烟，一时宁夏烟价大涨，每两烟土售价为白银

十两。

191 8年

是年 宁夏枸杞产量达24万公斤。

1922年

是年 甘肃省督军陆洪涛，借口筹备军饷，在全省开放烟禁，公开征收“烟

花税”。随后发展到按亩强行征收，改称为“烟亩罚款”，还美其名为“寓禁于征”，

实则强迫农民种烟，对甘肃省遗害深重。

是年 宁夏和甘、青各地通过北路(兰州一宁夏一包头)运出的土特产皮

毛、药材、盐、碱和粮食。每年约为二万五千吨。

1923年

是年 法国神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继肯特之后到灵武县水洞

沟文化遗址进行所谓“调查”，并掘去大量旧石器。

1926年

12月 芬兰商人维利俄斯在宁夏洪广营开办一家甘草厂。该厂所产甘草药

膏，质量好，产品全部由外国商人包销。

是年秋 马福祥主修、王之臣主纂的《朔方道志》由天津华泰印书馆铅印

发行。全书计三十一卷首卷一。首版印行二干部。费洋三千多元。是为旧中国宁

夏最后一部地方志书。书中记述：红枣“中卫枣园堡产者，形园而小，核亦细，

较他产颇胜”。

是年 刘郁芬命将“烟亩罚款”正式列入省府行政经费预算。规定宁夏每

年以九十万元定额开征上交，从而造成甘肃烟毒进一步加深。

1928年

10月19日 国民政府颁令设置宁夏省。

1 929年

1月1日 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余岩(余云岫)等提出的“废

止旧医，扫除医疗卫生之障碍案”，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收回成命。

是年 门致中借口兴办地方建设，实则大建省主席官邸．竟将宁夏全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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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罚款”，从原来的九十万元，提高到一百八十万元，造成全省遍种烟花。

1933年

是年 在宁夏省政府改组之前，建设厅长魏鸿发派员接办了芬兰人原在贺

兰县洪广营开办的甘草膏厂．接办后又添设了磨面、榨油机，改名为裕宁甘草公

司。

1934年

8月1日 国民政府卫生署西北防疫处在兰州成立，杨永年任处长。

是年 傅作霖编著的‘宁夏省考察记·宁夏省药材调查表》记载：“中宁宁

安枸杞，每年产量约有31．2万斤(合15．6万公斤)，以产地每担(120公斤)

价值白洋60元计算．每年中宁枸杞价值约78万元。”

是年 南京政府通令各省禁烟。宁夏省亦将“烟亩罚款”赋税取消，改由

中央每月拨给补助经费三万元。

是年 宁夏全省生产鸦片约六十万两，按产地售价每两三角计算．总值为一

百八十万元。若按市场价格计算，则两倍于此。可见鸦片为宁夏财政收入的支柱。

1935年

2月ll一20日 宁夏省第二次全省省政会议在省城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

兴修水利、推广教育和厉行禁烟三大要政。

3月 宁夏省禁烟委员会成立．各县相应成立禁烟分会，而实际禁烟工作并

无进展。

1936年

3月 宁夏兽医防治所在省畜牧场(贺兰县洪广营)成立，孟培元任主任。

7月 中华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到“三边”指导工作，指示定边和

盐池苏区要积极发展以食盐、皮毛和甘草为主的生产项目，同时恢复发展经济贸

易工作，筹办消费合作社，扩大对外(白区)贸易。

7月 宁夏省开始对烟民进行检举和登记。强令烟民限期戒烟。

11月 宁夏省立医院内附设戒烟医院。

是年 全省计有烟民十二万三千五百六十四人。

是年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编纂的‘宁夏省人文地理图志》油印成册。

1937年

3月 宁夏禁烟委员会改组，马鸿逵自兼主任，对全省烟土实行强制统购。

共支出省钞二百二十七万二千元，’收购烟土二百六十五万余两。在独家垄断烟土

之后，即下令禁烟，因而造成烟价大涨，所收购的烟土一转眼就成了一本万利的

买卖。

7月7日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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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0年

3月 宁夏省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在银川八里桥开办。

9月9日 《甘肃民国日报》发表了何让撰写的“记宁夏物产枸杞”一文。

1 941年

1月 国立宁夏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始设畜牧科，授兽医大意课。

2月1日 国民政府卫生署蒙绥防疫处改属农林部。改名为农林部西北兽医

防治处，驻兰州小西湖。下设五个防治队，宁夏兽医防治所改为第四防治队，孟

培元任队长。

2月3日 刘行骥任西北兽医防治处处长，并接管西北兽医防疫处所辖防治

机构与业务。

4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边区家畜防疫委员会。

11月14日 农林部西北兽医防治处第四防治大队改名国民政府农林部西北

兽医防治处宁夏工作站(宁夏兽医防治站)，孟培元任站长。

1942年

2月 国立宁夏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奉部令改名国立宁夏省实用职业学校。

是年底 宁夏省政府秘书处编纂铅印成《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按篇、章、

节、目编号，分总类篇、民政篇、财政篇、教育篇、建设篇、地政篇、保安篇、

卫生篇、粮政篇、附录篇十篇，下设82章503节，达100万字。卷首置全省形

势图、行政全域图和总述，卷末置附录，文中插有大量图表，前有序。后有跋，

实际上应视为宁夏省志。

1 943年

是年 宁夏省建设厅农林局技术研究室下设畜牧兽医组。

1944年

3月8日 刘行骥任农林部渔牧司司长，罗清生接任西北兽医防治处处长。

lO月30日 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指出：“陕甘宁边

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

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

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

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

1945年

7月22日 孟培元病故，杨源聚接任宁夏兽医防治站站长。

9月2日 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1 946年

5月6一13日 宁夏农林处、宁夏兽医防治站联合举办第一届兽医防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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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班。

是年 梅白逵编纂的‘宁夏资源志》铅印成书。

1947年

9月 宁夏农林处、宁夏兽医防治站联合举办第二届兽医防治人员训练班。

是年 胡祥壁任西北兽医防治处代理处长。

1949年

8月26日 兰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西北兽医防治处。

9月23日 宁夏解放，甘肃省农专畜牧科毕业生周凤禄、刘金山、王育才

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十九兵团到宁夏开展畜牧兽医工作。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25日 宁夏省人民政府建设厅成立，建设厅下设畜牧科，沈秉良任科

长．

10月 宁夏省建设厅将宁夏省农林处家畜诊疗所改名宁夏兽医门诊部。

11月 西北兽医防治处恢复工作。

12月23日 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是年 国立宁夏高级实用职业学校改名宁夏工校，畜牧科并入西安牧校。

1950年

3月28日 宁夏省政府第二次发布命令，坚决禁止种植罂粟。

4月 宁夏省建设厅畜牧兽医处成立。

5月 西北兽医协会宁夏分会成立。

是年 农业部提出“预防为主”的兽医工作方针。

是年 宁夏省6县(市)成立兽医研究会，发展以民间兽医为主的会员216名。

1951年

7月 赵玉琪、杨蔚桢从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宁夏工作。

8月 宁夏农业学校成立，设置畜牧兽医班。

是年 农业部提出“全面增殖，重点改进。防疫为主，治疗为辅”的兽医

工作方针．

1952年

是年 王镇等从西北军区兰州兽医学校毕业分配到宁夏工作。

1953年

1月 宁夏省畜牧厅成立．陈那笋巴图任厅长，沈秉良任副厅长。赵培芝任

防疫工作队队长，王耀先任诊断实验研究室主任．

1954年

9月27日 宁夏省建制撤销，宁夏省畜牧厅并入甘肃省畜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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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银川专署、河东回族自治州所辖各县中兽医实行公私合营或联营。

1 955年

5月 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首次试用雄黄、吐酒石、一针疗法治疗肝片吸虫

病，有效率100％，宁夏也推广应用。

1956年

1月5日 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关于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

6月22日‘ 农业部发出“关于建立畜牧兽医工作站的通知”，要求各地在年

内建立县级畜牧兽医站，有条件的地区可酌情建立区(乡)站。

6月 农业部提出“加强饲养管理，改善环境卫生，结合药物防治”的兽医

工作方针。

8月3—11日 甘肃省第一次民间兽医代表会议召开。

9月3一12日 全国民间兽医座谈会召开。

是年 宁夏实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各县民间兽医人员以公社为单位实行

集体联营，自负盈亏，称为公社兽医站。总人数1049人(含集体人员845人)，

既搞门诊治疗，又负责疫病预防。是畜牧兽医工作的基本力量。

1 957年

是年 银JII干校举办兽医学习班。

1958年

6月25日 第一次全国中兽医研究工作座谈会召开。

7月1日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在甘肃省兰州市成立。

7月8日 固原农业学校成立，设立畜牧兽医班。

9月15日 宁夏农学院成立。赵世敏任畜牧系主任、李学良任副主任。

lO月25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lO月29日 宁夏农业厅成立，下设畜牧局，白友山任局长．朱子春任副局

长。

10月 宁夏农业科学研究所兽医系成立。

是年 甘肃省畜牧厅举办中兽医进修班。

1959年

2月5日 农业部发出“关于中兽医‘采风’和编辑中兽医药物志的通知”。

5月 蔡庭训任宁夏农业厅畜牧局局长．赵培芝任兽医防治队队长。赵玉琪

任兽医诊断室负责人。

8月13日 自治区首届中医中药展览会在银川文化馆举办。

、9月30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兽医生物药品制造厂成立。

lO月 《初学治猪》、《元亨疗马集驼经注解》铅印成册。

·1。



是年 ‘宁夏的枸杞>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1 960年

是年 高春明等对隆德、泾源县的药用植物资源进行调查。

1961年

1月 ‘元亨疗马集造父八十一难经》、‘驼病诊疗经验》铅印成册。

是年永宁农校(原宁夏农业学校)举办中兽医培训班。

1 962年

3月16—22日 宁夏农业厅召开首次全区中兽医座谈会。

4月17日 《宁夏日报》报道，宁夏农学院畜牧系在银川举行学术报告会，

会上宣读了“甘草制剂对于雏鸡白痢病的预防及诊疗试验报告”等3篇论文。

4月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蒋次升、宁夏畜牧局诊断室李作民等到

石嘴山、平罗等地调查驴喘气病。

8月23日 新华社报道，危害我国名贵药材——宁夏枸杞的几种主要虫害，

已被自治区昆虫研究工作者查明。并且找到了一些防治害虫的有效方法。

9月30日 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宁夏师范学院合并成立宁夏大学。

李学良任畜牧系主任，李维新任副主任。

11月12日 ‘宁夏日报》报道，自治区人委发出“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

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严禁猎取鹿、獐、狍子、松鸡等稀少珍贵动物。

11月28日 王国兴任宁夏农业厅畜牧局局长。

是年 宁夏兽医生物药品厂停办。

1 963年

2月8日 宁夏农业厅转发农业部“关于整顿和充实畜牧兽医站的指示”。

2月25日 宁夏农业厅畜牧局印发“兽医门诊治疗工作细则”．

3月24日 宁夏畜牧兽医学会成立。

4月8日 ‘宁夏日报》报道：自治区人委就发动群众，充分利用零星土地，

大量种植蓖麻，谁种谁有等问题发出通知。

8月8日 “国务院关于民间兽医工作的决定”发布。

是年 邢世瑞、高春明等对贺兰山药材资源进行了调查。

是年 赵玉琪编著的‘羊病防治》一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是年 永宁农校举办中兽医培训班。

1964年

1月25日一7月25日 永宁农校举办中兽医训练班。

4月15日 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宁夏十大综合研究任务要点。其中

第十项为“枸杞栽培技术研究”。自治区党委于4月25日批准了这十大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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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要点。

是年 邢世瑞、陶德兴等对六盘山部分地区的中药资源进行了调查。

是年 赵玉琪等编著的《耕畜常见病治疗》一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

行。

1965年

是年 固原农校举办中兽医学习班。

1966年

5月16日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年

9月 宁夏农业厅畜牧局革命领导小组成立，组长为军代表，成员有马永胜、

王充沛、吴进才。

1969年

12月 宁夏大学第一分校在永宁王太堡成立，宁夏永宁农校停办。

是年 邢世瑞等9入组成药材资源普查队深入泾源县普查中药资源。

1970年

4月5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局成立，下设畜牧兽医站，王振邦、雷顺仓

为负责人。

4月4一11日 宁夏大学第一分校举办中兽医学习班。

4月 宁夏畜牧局举办全区兽医新针疗法和捶结术学习班。

是年 宁夏中草药展览会在银川举行。

1971年

7月 宁夏兽医生物药品厂重建，李云生任厂长。

lO月 ‘宁夏中草药手册》出版发行。

1972年

11月14日 西吉县农林局畜牧兽医站向宁夏畜牧局报送了“关于西部山区

耕牛骨质软化病的调查报告”。

是年 宁夏农学院畜牧系改名畜牧兽医系，李维新任主任。

1972—1974年 宁夏卫生厅(局)组织开展了规模较大的中药资源普查。

1973年

4月 宁夏农林局畜牧处成立(与畜牧兽医站合署办公)，王国兴任处长，

马文达、马景良任副处长。下设兽医队，雷顺仓任队长。

11月3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局向农林部、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报送了“阿

拉善左旗畜病调查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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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21日 自治区农林局召开全区马鼻疽防治经验交流暨中兽医科研

工作协作会议。

1974年

1月20—22日 中卫县城关镇畜牧站发生医疗事故，死亡马属动物9头。

2月lO一24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局畜牧处举办第一期兽医新技术讲习

班。

2月 ‘兽医新技术资料选编(内部参考)》(上、下册)铅印成册。

3月2一17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局畜牧处举办第二期兽医新技术讲习

班。

3月22日 宁夏畜牧兽医站发出“关于防止滥用土霉素碱的通知”。

是年 赵玉琪等编著的‘大家畜常见病治疗》一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1975年

5月2l一28日 宁夏农林局召开全区老中兽医经验交流座谈会。

6月1--4日 西北地区第一次中兽医科研协作会议预备会议召开。

8月23日 宁夏农林局向自治区人委上报“关于中兽医工作中存在问题和

今后意见的报告”．

8月 ‘全区老中兽医经验交流会议资料选编》铅印成册。

11月 宁夏兽医生物药品厂被批准试产试销“为牧牌”兽用中成药。

1976年

4月21—28日 西北地区第一次中兽医经验交流及科研协作会议召开。

8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局畜牧兽医站编写的‘家畜防疫员手册》一书由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共印14500册。

9月1日 自治区计划委员会、供销社、农林局、卫生局、商业局联合发出

。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解决供应紧缺问题的通知”。针对全区存在的部分药材供

应紧张，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要求有关部门在发展中药材上要加强党的领导：认

真落实党的政策，加强收购工作；加强中药材的计划管理工作。

10月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6．1984年 袁风林等开展家畜的新法扎骟。

1977年

9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江西省农科院养蜂研究所派出养蜂科技队帮助固

原地区发展养蜂生产。5个县中有4个县办起了蜜蜂良繁场。养蜂场总数达192

个，年产商品蜜50万公斤。

lO月4日 宁夏农林局畜牧兽医站发出“关于下达公社畜牧兽医站补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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