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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市地方志丛书》出版说明 ．

’

是我国悠久而又优良的传统文化。它具有资治、教育、存史的作用；具

务的软科学性质和为各级领导机构服务的功能。当代修志，对于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

沙市市的修志工作起于1981年秋，以后逐步形成了“市委领导、政府主修、部办

委牵头、分工编纂"的格局。到1987年下半年，各战线按总纂《沙市市志》的规定

先后完成了初稿。修志过程中，各战线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是一笔宝贵财富。

许多战线的领导为了充分发挥这些资料的社会效益，要求本战线的修志工作者，严

； 谨地科学地编纂本战线、本行业的专业志。市地方志编委会同意了各战线的要求，

并且决定将各分(专)志纳入《沙市市地方志丛书》的序列。各分志经过地方志办

公室审定后分别出版。 ‘

我们深信，《沙市市地方志丛书》的陆续出版，必将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必

发挥它巨大的社会效益。而它的不足和错误，也必将为有识之士和后代所补正。

沙市市地方志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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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困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困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村工作做得好坏与否，关系刭政

权的巩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社会的稳定。我们沙市农业的块头虽然不大，但是其

作用却不能低估。五万多人的郊区，解决了三十多万人的吃菜、吃鱼，还有其它副食品。同

时，为城市的外延提供了必要的地盘。这几年，乡镇企业又异军突起，成为全市经济成份中

一支富有生机和派力的力量。

沙市农业之所以有今天这个规模，具备这种功能，是党对农村工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

在郊区工11：的几代人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沙市农业是我国农业在组

织形式上从低级到初级再到高级，在生产方式上从原始，落后逐步过渡到先进的一个缩影。同

时，和广义的农业相比，郊区农业还具有以服务城市为主要目的，以副食品生产为主要手段，

以效益型农业为主要模式的特定的内涵。由此看来，沙市农业的历史演变过程，沙市农业的

未来发展趋势，都具有较突出的典型意义。

过去，我们对沙市农业遗产资料积累较少，系统的历史遗物不多，以至出现了过去和现

在的“断痕”，老同志和年轻同志的“代沟’’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足。现在，我们高

兴地看到，由农口的王全胜等老同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整理、编纂，由各方有识之士，实

业厂家、专家、学者大力支持的《沙市农业志》已经成书，比较圆满地饵决了这个问题。

《沙市农业志》从解放前一直写到八五年，中间跨度很大。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国

民党统治时期，沙市农业的凋零惨状，沙市农村人民的苦难岁月；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解放

初j爨，中国共产党是怎佯组织人民用原始的生产方式，发奋图强、拼命苦干，把沙市农业从

历史的废墟中拯救出来，并使之获得新生；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在恶

劣的生产条件下，从事沙市农业领导工作的老同志们是怎样带领群众求实务实，_步一个脚

印，为沙市农业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沙市农业队伍中，一代一代领导，

一代』代生产(工作)者是怎样承先启后，继往开来，逐步使沙市农业走向较高的层次。当

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历史的进程中，由于“左”的和“右”的影响，沙市农业也不同程

度地受到折腾，曾走过曲折的道路，出现过徘徊局面。
一 《‘沙市农业志》的内容涉及到农、林、牧、渔、乡镇企业等各个门类，记载着不同时

期的机构设置情况，地方名称的演变过程，行政区域的划分范围，农业、企业的布局状态。

这本书集郊区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科技、生产之大全；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沙市农业志》编辑成书，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她告慰先辈，

激励来者，对我们正在工作着的同志，如同一面镜子，我们从中必有新的发现，在这些历史

的进程中，我们一定可以吸取丰富的营养。在当前，对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坚持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加强基本，振兴图强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我是农业战线的一名老兵，但在沙市农业队伍中，我还是一个新战士。我相信农口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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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也和我一样，一定会为该书的出版欢欣鼓舞。让我们共同携手，求实苦干，在党的十三届

八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为写出更新、更美的《沙市农业志》而竭尽全力，借此机会，与各位

共勉：“志成谢诸君，铭镜子未来。黟

朱 思 炎

一九九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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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志》是沙市市地方志丛书之一，是一部记述沙市市郊农村以蔬菜为主的种植

业和畜牧、水产，乡镇企业、农业机械，农业科技等产业门类及其经济体制等内容的志书，

是沙市历史上首次编纂的一部农业专志。

二，本志断限为1949年至1985年，少数章节据史上溯，部份图片资料突破下限。

三，本志采用志、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内容采用章、节、目三层次结构，

以类系事，横排竖写。文体采用记述体。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间用纪事本末体。

五、资料主要来源予：档案部门，统计部门，水利部门，农业战线各单位，各乡、村、

农场和民问口碑资料。

六，数据，除有注明的以外，一般采用统计部门的数据。

七、记述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随文因事系人。劳动模范(红旗标兵，先进

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只载省、市两级，以名录形式记入。

八、称谓书写，各种机构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酌情简称，

如中国共产党，简称“党’’，中国共产党沙市市委员会，简称“市委”，沙市市人民政府农

业办公室，简称“市农办"或“农办”。其它类推。

九，书中1955年8月1日前的人民币数额，已换算为现行人民币币值。



农林畜牧局机关

市农委书记、农办主任朱思炎正在斟酌沙市农业经济发展期



市农委、农办领导成员集体研究农业经济发展方略。左起：朱思炎
(农委书记、农办主任)、王全胜(农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邓家兴(农办

副主任)、雷万林(农委副书记)以及王礼金(表委组织科科长)。

市农委、农办领导成员集体研究农业经济发展方略。左起：徐章孔

(农办副主任)、刘德佳(表办副主任)、李世俊(郊区武装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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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抄市市农业志缩纂颁导小组成员对‘农业志，进行终审定稿．前
排左起t徐来兴(农办志办主任，农业志主蝙)，雷万林(农办主任、农委副书记)、朱

思炎<袁羹书记、省导小组组长)、王全胜(省导小组副组长、衷业志主审)、刘德玉

(表委科书记、囊办副主任)．后排左起t樊希盒(农鼻办公室主任)、徐明亮(农委组
织科耐科长)．

1987年——1992年6月。市农办志办编纂的《沙市农业志》送审稿

(农业系统内审稿)、外审稿(专家、学者审稿)、定稿(终审稿)。



沙市农业发展公司

湖北省沙市市行星带钢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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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佳(农办副主任)和农业技术人员在田间检
查蔬菜生产

蔬菜大棚



菜农喷灌蔬菜

蔬菜育苗大棚群



沙市郊区锣场水稻片

杉树林和菜圃



养殖专业户赵家富饲养的牲猪

猪鱼配套，在鱼池边建猪舍



捕捞鲜鱼

鱼塘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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