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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官渡区科技志》在社会繁荣稳定，市场经济蓬

学技术昌明进步的盛世年代出版问世了。这是上承前

孙的·件颇有意义的事。我怀着欣喜的心情，谨向主持

曾为编纂本书付出辛勤劳动，‘以及为编纂本书给予鼎

忘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 。．

7一’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一条被

科技发展史证明了的客观规律。科学技术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1 。

富。‘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是不可能的。马
。7

克思关于“生产力中包括科学在内"和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更是对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明确而有

力的高度概括。‘‘
’‘

．

’

‘自元代以来，昆明就是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处

这个中心地区的官渡区，具有独特而优越的地理条件，交通方便， ．。

。 农艺开发较早，手工业源远流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全省处于领先的地位。在历史的长河中t科学技术的进步，对

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今天，科学技术被提到振兴经济的战略地位。了解官渡

， 7区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索总结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

，有助于借鉴历史，温故而知新，促进官渡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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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官渡区科技志》在编写过程中，编纂人员以极大的热忱，。’
1

二 查阅了大量的文书档案，历史文献和访问口碑资料，仅用两年多

时间，收集和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经过撰写初稿，征

．． 询意见，座谈讨论，考证核实，两易其稿。全书以马列主义为指?

。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略古，立足当 “j

． 代，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从不同侧面记述了官渡区科学技术的发展．“
’

演变，兴衰起伏，成就和经验教训，寓褒贬于事实之中0．它的编

辑出版，为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借
： 鉴。’对领导决策科学化，提高科技管理水平，更好地调动科技工

。 作者的积极性，促进全区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都是十分有益

的。 ：
j：7 一，

t
、

’

官渡区的科学技术成绩是卓著的，现在是云南省“科技达标 7．

县(区)”和全国“星火技密区"之一。但用发展的眼光来看，离突

现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还需要进一步开发科学技术，
， 有效地发挥各种优势，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在这方面，还有

． 待于有志于科学技术的同仁，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更好地贯彻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

． 方针，加快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步伐，为振兴官渡谱写新的历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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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是记述昆明市官渡区科学技术事业的专志，其内容

限于官渡区所辖范围内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史实。上限尽可能追溯

至发端，下限止于公元1990年，少数记述到1991年。
’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有关方针政策为准 ，

；，． 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尽量统合古今，详今略 ，

‘

古，侧重记述当代。

三、本志承方志传统，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全书以述、

记、志，传、图、表，录为表述形式，分十一章，51节，共21万

字。 ，。

一

，
，

：： 四、本志之资料来源干官渡区档案馆、官渡区图书馆，官渡

压科委、官渡区志办及有关局的文书档案和文献图书资料，官渡
* 区有关的专业志。部份来源于社会知情人士提供之文字及口碑资

。

料，经过广征博采，考订校对，力求准确翔实。
”

、 五、本志文字之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公布
’

之《简化字总表))为准。

六、本志纪年1949年以前用当时纪年(夹注公元纪年)，
’

1950年1月以后用公元纪年，文中略去“公元"二字。篇章中第

一次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以后简称“建国前"或1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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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 ．

”

。T

j 七、本志数字之书写，公元纪年、计量数、小数，倍数、百

分数和图表中的数目悉用阿拉伯字。民国以前之纪年和行文中的
序数字、概念数用汉字。，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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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区濒临滇池东北岸，位于省会昆明市郊，为市属四区之
j

· ’一。地理座标东经1026387 50矿～103。037，卫北纬24。54700”～．
·

‘25。177 10”，总面积1025平方公里，人口47．871；‘
÷

官渡区自然资源优裕。地形为高原，盆地、丘陵所构成。北

部、东部和东南部的山地约占总面积的75％，最高点老爷山主峰海，

- ．拔2730．1米；南部为平原，沃野良田，沟渠纵横，约占总面积的
。

．25％，最低点滇池沿岸海埂新庙，海拔1886．6米。境内河流有盘

龙江、宝象河、金汁河，白沙河，马料河、对陇河、花庄河等。。
‘

：． 均属长江流域金沙水系之普渡河、牛栏江两支流。全区有耕地面

．积243219亩，园地14973亩，林地612322亩，草地58499亩，水域

f 。7

(不含滇池水面)33335亩。年平均降雨量1011．8毫米，年平均气
’

7

I 。‘：温14．7℃，无霜期285天，年日照时数2008．3N2445．6小时，年

【 光能总辐射量为117．1"-'123．5千卡／厘米2。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l 属北亚热带和南温带气候。适宜于粮、菜、油、果、烟、茶、花

r。 卉等作物生长。对畜牧、渔业、林业也极有利。粮菜丰盛，瓜果 ．：

飘香，蔬菜产量居全市之冠。矿产资源有铝土矿、赤铁矿，非金 ．

1 。 属矿较多，有石灰岩、砖用枯士，陶土，磷块岩、褐煤、泥炭、．

硫铁矿、地下热水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全区的经济建设和科 ，

} 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

1 ’官渡农耕开发较早。庄j乔开滇，大规模移民将内地农耕方式

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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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生产过渡，改人力为以电力0柴油为动力，提高了劳动生产

率，体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大跃进"中，违反科学的生产

活动时有发生，造成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至1965年，全区科技

．人员(不含教师及社会科学)达到63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科技机构被撤销，科技人员下放

改行，工厂被迫停产。但由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农业科技

中仍然开展了以推广良种为中心的科学实验活动。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政

府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重申“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知识份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提出“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官渡区建立起科学技术委员会。随后，又陆续

‘恢复和建立起各种专业科技管理机构和推广机构，在“经济建设

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导

下，加强了全区的科技管理和服务工作。1979年对农业科技队伍

作了普查，在此基础上，解决了一批科技人员政治、工作，生活；

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82、1986年开展了

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和技术职称改革，有3089人获任职资格，极大

地调动了科技人员从事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至1990年底，全区17

一个乡镇均建立起科委配齐了科技干事，有区属专业科技管理机构

’6个，推广机构15个，17个乡镇建立起农业技术综合服务站。全

：区建立起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49个，会员2205人。全区共有

科技人员3565人，其中高级职称19人，中职503人，初职2155人，

。未评定职称888人。另有民办科研机构18个，科技人员131人，中

央，省，市驻区科研单位61个，科技人员4862人。经考核合格从

事乡镇企业和农业的农民技术人员1805人，科技机构和科技队伍

的扩充，为官渡区科技事业的发展进步，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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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989年两次围绕着全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缩． ’叫
7制出全区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描绘出科技发展蓝图，指明了科

。‘

J

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使领导决策摆脱主观随意性而进入科学决策 l

的轨道。1986年“星火计划’’的实施，为引导全区农民依靠科技
7

J

发展商品经济，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开辟了新的门路。在星火计划取 ， l

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又将星火 j

。计划推向高层次发展，对迅速形成支柱产业，建立系列化全程服务，

体系起到引导和示范作用。十余年问，农业依靠科技进步，逐步

，改善生产条件，由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过渡，水乖|J

条件和使用机械、使用电力，使用化肥的水平显著提高。至199@

年全区有效灌溉面积达35955亩，拥有各种农用机械总动力20597’

‘万瓦特，平均每亩耕地拥有0．846千瓦，比1977年102341马力(折

合7522万瓦特)增长1．73倍。共拥有大中型拖拉机518台，小型拖 1

拉机2932台，农用汽车97A．辆，农用排灌机械1983台，收获机械

“4889台，植保机械4889台，畜牧机械787台，渔业机械760台，农

产品加工机械1564台，运输机械3627台(辆)，其它机械动力348

。万瓦特。机耕面积13．5万亩，机耙面积14万亩，分别占耕地总面 -I

积24．3万亩的55．56％和57．6％。农村用电5141668度，平均每亩1

耕地用电211度，较1987年151度增长39．73％。化肥施用量(实 1

。物量)2441．8万千克，平均每亩施用100千克。生产技术由依靠
， 直接经验转变为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如开展农业资源调查，编制 j

，农业区划、改良红壤、推广良种等。’至1990年垒区水稻种植面积 ：
， 95％以上已实现良种化，仅水稻合系四号即种植2．57i亩，杂交玉

。．米占种植面积的85％以上。栽培技术上实行轮作换茬：打孔薄膜

育秧、地膜覆盖、包谷膜侧种植、规范化栽培、化学除草、植保技!

术等新科技、新工艺，新品种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提高了农。 j

作物的生长能力。在生产组织管理上，逐步告别了小农经济的生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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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方式，运用科学的生产组织办法来管理农业，有效地使厅

人力、物力、财力，讲求经济效果，7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速

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业产品商品率和农

民的收入水平。

种植蔬菜是官渡区农业经济上的一大优势，1980年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后，新品种的引进，育苗技术、地膜覆盖，反季菜的试

种成功，进一步促进了蔬菜种植的发展。‘1982年有11个品类76个

品名，1989年堵至120多个，播种面积达59879亩，平均亩产3920千r

克，总产23471．7万千克。占全市蔬菜产量的70％。油菜由1950年平一

均单产43．5千克增至1989年73千克，提高67．81％，总产增至45．7一t

． 万千克。烤烟平均单产111千克，总产49．36万千克，茶叶总产-

8000千克，水果总产672．9万千克。 ，

林业依靠科技进步，引进优良树种，采用飞播造林，推广人．

工造林，1985年森林覆盖率回升至34．2％，高于全市(23％)、

全省424％)和全国(12％)水平。1989年全区荒山造林40万

亩，保存面积12万亩，占造林面积的30％。 ，

’畜牧业生产推广了良种选育，复合饲料、科学饲养、防治疫1

病、建设草山草场等技术措施，使牲畜存栏数和商品率都逐年增

长。1989年底生猪存栏数174223头、大牲畜存栏41120头、山绵

羊25075只，分别比1950年41300头(猪)、23888头(大牲畜)、

16243只(羊)增长2．21倍，72．13％．54．37％。 ，

。

工业生产在改革开放的有利形势下，以社队企业为基础的乡

镇企业蓬勃兴起，国营工厂企业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向外引

进资金技术，形成了一批初具规模的电机、冶金、建材、建筑、

’造纸、化工企业。电机制造厂生产的Y系列三相异步电机；通．

过省级技术鉴定，被列为机械工业部生产定点厂。建材工业傲

靠科技进步，产品由单一的砖瓦增为水泥预制件、石棉瓦、

9



玻璃纤维及玻璃钢制品，防水材料、装饰材料、硅藻土、泡沫珍
’

珠岩粉保温材料等。其中硅藻土制品厂的轻质保温材料、珍珠岩

粉厂的泡沫珍珠、新滇建材厂的人造大理石均被评为市的优秀产

．品。建筑队改为建筑经营公司后，机械化程度随之提高，已能承

建高13层(46·55)跨度25·34米的高层建筑。官渡区谷草资源

‘丰富，又便于大量回收废纸，目前造纸工业已成为官渡区的优势

行业。双龙明胶厂引进先进技术，研制成功“毛边皮多元法制胶

．工艺"属国内首创。大板桥冶炼化工厂的沉淀硫酸钡获省优产品

．称号。官渡汽车玻璃厂以‘‘六室连续热弯炉"取代土炉，用数控 ，

、．。和目控装置控制生产过程，所生产的夹层玻璃是汽车玻璃和建筑
‘

： 装饰的理想材料。1990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53090万元，占工农 ．

’“

业总产值(65933万元)的80．5％，入均产值达2001元，高于全
’

省的水平。 ，
，

， ： ，．

·

‘

随着卫生保健设施的改善，医疗技术的提高，全区已先后消

灭了鼠疫、天花、霍乱、白喉、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基本上控制

了麻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腥红热、麻疹等传染病则

大幅度下降，1986年测算人均寿命达N70岁。 。
、

自1978年至1990年全区获奖的科技成果134项。其中，获省级

奖励的11项，获市级奖励的51项，获区政府奖励的74项，有突出
。 贡献的科技人员9人获云南省工人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积极份子称

号。 一

一

j

t ，

。

一 纵观官渡区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科学技术是强
’

大的社会生产力。什么时候经济建设一旦不遵重科学，甚至违反

科学，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事与愿违乃至造成极大浪费，给国民

经济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而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两者紧密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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