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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晃侗族自治县农业志》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用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反应新晃农

业生产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记，述，志、图，表、录等体裁组成，分章，

节、目。目以一、二、三⋯⋯标序，子目以(一)、(二)、 (三)

⋯⋯标序。 一 ’

三、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解放后的农业生产

发展情况。上溯以有资料为始，下限断于1990年底止，个别情况

一 适当下延口

四、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和调查资

料，资料一般注明出处，数字以县统计局为准，统计局没有的数

字，用农业局和有关部门的数字o ，

五，本志除引用古籍沿用文言文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数 ．

目字除引文，历史年号外，均用阿拉伯字。

六、本志以1949年11月7日以晃县解放为新旧界限，1949午

， 11月7 E1前称解放前，1949年11}-]7日后称解放后。解放前的纪 ．

年，后加括号，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年号，

七0本志地名、机关，官职名称，均用当时的习惯称呼。

8



I；幡餐固嚣



I『2王

Z

一九粤一译斗≯母
副县长．原主管农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采
老象
-4P

拔盐

目
舷动方

∥夕
jIlB

副县长．主管农业



政

府

调

研

员

客傻y字字

拓
置编一

◆臼q



农业局服务大楼

农业局办公楼

鞣黟嚏



县农校

县农场



瞻

精霸
兴隆农技站

划

中寨农技站

‰辫i硝醯嘲黪毫鏊缮兹i≯
县种子公司仓库

霉丽



●■

l=：=， ·

-嚣羁，氍～囊曩．_，、I

榆查种子发芽率

德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新晃侗族自治县农业志》，是新晃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农

业志书。它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

以史料为依据，广泛搜集资料，精心编纂，实事求是地，全面系

统地记述了新晃县的农业发展史，反映了新晃人民的勤劳和智

慧。

新晃侗族自治县是一个以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缘山

区县，农业生产的水平比较低。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十分重视，采取多种优惠和扶

持政策。全县人民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使新晃县农业生产发生

了深刻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

现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县委、县人民政府把工作的

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带领全县人民，依靠科学兴农，积极

开拓，扬长避短，合理利用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夺得了农

业的连年丰收，农村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生活逐年提高。一代新

型农民茁壮成长，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开创了新晃县农

业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社会在发展，技术在进步。在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和农

业科技体制改革的当代，我们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指针，以

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新成果为手段，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研究现状，因地制宜，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坚持“决不旃松



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黟的方针，努力改善生产条件，提

高全县人民的科学技术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向商品化，系列化方

向发展，为在公元200‘0年前实现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

目标，谱写农业的新篇章!

新晃侗族自治县农业志书的出版，对指导新晃县今后农业生

产．．农业经济建设和各级领导的施政决策提供借鉴和依据，对促

进农业的大发展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值此《新晃侗族自治县农业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新晃侗

族自治县农业局，向为本书的编纂、出版提供支持和协作的单位

和个人，向为撰编本书付出了心血的领导、专家和撰编人员，表

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1

2

邓作成

1990年10月30日



目 录

大事记⋯⋯⋯⋯⋯⋯⋯⋯⋯⋯一⋯一OQOO aOODOOQ¨⋯⋯⋯⋯⋯(1)

概述oe@0000QQ．一·¨·····¨“·一··OOOJ0000 000QU··”Oiule000D0960e O·e·一¨·(33)

第一章农业生产条件⋯⋯⋯⋯⋯⋯⋯⋯⋯⋯⋯⋯⋯⋯⋯(38)

第一节地理位置、．地质，地貌⋯⋯⋯⋯·⋯⋯⋯⋯”(38)

第二节耕地⋯⋯⋯⋯⋯-．．．⋯⋯⋯⋯⋯⋯⋯⋯⋯⋯”(39)。

第三节气侯⋯⋯⋯⋯⋯⋯⋯⋯⋯⋯⋯⋯⋯⋯⋯⋯⋯(40)

第四节水利⋯⋯⋯⋯⋯⋯⋯⋯⋯⋯⋯⋯⋯⋯⋯⋯⋯(64)

第五节农业机械⋯⋯⋯⋯⋯⋯⋯m⋯⋯⋯⋯⋯⋯⋯(65)

第二章农村生产关系变革·⋯⋯⋯⋯⋯⋯⋯⋯⋯⋯⋯⋯”(66)

第一节土地改革0 4JO．0J qll'一·OeO·OO qI*OO qJQ6 000qt*l*O～⋯⋯⋯⋯⋯(66)

第二节农业合作化OOO OOOOOj⋯⋯⋯⋯⋯⋯⋯⋯⋯⋯⋯(71)

第三节人民公社化·一OQO OQql,8to O一⋯⋯⋯⋯⋯⋯⋯⋯⋯(73)

第四节联产承包责任制⋯⋯⋯⋯⋯⋯⋯·⋯⋯⋯⋯”(177)

第三章耕地⋯⋯⋯⋯⋯⋯⋯⋯⋯⋯⋯⋯⋯⋯⋯⋯⋯⋯⋯(83)

第一节耕地面积⋯⋯⋯⋯⋯⋯⋯⋯⋯⋯⋯⋯⋯⋯⋯(83)

第二节土壤类型⋯·⋯⋯⋯⋯⋯⋯⋯⋯⋯⋯⋯⋯⋯．．(87)

第三节土壤改良OOO OO0000 eOOe00 7⋯⋯⋯⋯⋯⋯⋯⋯⋯”(98)

4



第四章作物种类、面积、产量⋯⋯⋯⋯⋯⋯⋯⋯⋯⋯⋯(103)

第一节粮食作物⋯⋯⋯⋯⋯⋯⋯⋯⋯⋯⋯⋯⋯⋯⋯(1·03)

第二节经济作物⋯⋯⋯⋯⋯⋯⋯⋯⋯⋯⋯⋯⋯⋯⋯(144)

第三节果树⋯⋯⋯⋯⋯⋯⋯⋯⋯⋯⋯⋯⋯⋯⋯⋯⋯(160)

第四节蔬菜⋯⋯⋯⋯⋯⋯⋯⋯⋯⋯⋯⋯⋯⋯⋯⋯⋯(169)

第五节蚕桑⋯⋯⋯⋯⋯⋯⋯⋯⋯··-⋯⋯⋯⋯⋯⋯⋯(170)

第五章耕作制度与方法⋯⋯⋯⋯⋯⋯⋯⋯⋯⋯⋯⋯⋯⋯(172)

第一节耕作制度⋯⋯⋯⋯⋯⋯⋯⋯⋯⋯⋯⋯⋯⋯⋯(172)

一，稻田耕作制度⋯⋯⋯⋯⋯⋯⋯⋯⋯⋯⋯⋯⋯(173)

二，旱土耕作制度⋯⋯⋯⋯⋯⋯⋯⋯⋯⋯⋯⋯⋯(176)

第二节耕作方法⋯⋯⋯⋯⋯⋯⋯⋯⋯⋯⋯⋯⋯⋯⋯(177)

一、稻田耕作方法⋯⋯⋯⋯⋯⋯⋯⋯⋯⋯⋯⋯⋯(177)

二，旱土耕作方法⋯⋯⋯⋯⋯⋯⋯⋯⋯⋯⋯⋯⋯(179)

6

哆



一、推行田间和室内选种⋯⋯⋯⋯⋯⋯⋯⋯⋯⋯(194)

二、新品种的选育⋯⋯⋯⋯⋯⋯⋯⋯⋯⋯⋯⋯⋯(195)

第三节 良种引进和推广⋯⋯⋯⋯⋯⋯⋯⋯⋯⋯⋯⋯(196)

一、良种引进与试验⋯⋯⋯⋯⋯⋯⋯⋯⋯⋯⋯⋯(196)

二、良种繁殖和推广⋯⋯⋯⋯⋯⋯⋯⋯⋯⋯⋯⋯(197)

第四节种子经营和管理⋯⋯⋯⋯⋯⋯⋯⋯⋯⋯⋯⋯(20Io)

一，种子管理机构⋯⋯⋯⋯⋯⋯⋯⋯⋯⋯⋯⋯⋯(200)

二、种子经营⋯⋯⋯⋯⋯⋯⋯⋯⋯⋯⋯⋯⋯⋯⋯(200)

三，种子检验⋯⋯⋯⋯⋯⋯⋯⋯⋯⋯⋯⋯⋯⋯⋯(202)

第八章植物保护⋯⋯⋯⋯⋯⋯⋯⋯⋯⋯⋯⋯⋯⋯⋯⋯⋯(213)

第一节农作物病虫种类，分布和危害⋯⋯⋯⋯⋯⋯(213)

一，水稻病虫⋯⋯⋯⋯⋯⋯⋯⋯⋯⋯⋯⋯⋯⋯⋯(213)

二、其它作物病虫⋯⋯⋯⋯⋯⋯⋯⋯⋯⋯⋯⋯⋯(220)

． 三、害虫天敌⋯⋯·⋯⋯⋯⋯⋯⋯⋯⋯⋯⋯⋯⋯“(223)

第二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223)

一、解放前的病虫害防治⋯⋯⋯⋯⋯⋯⋯⋯⋯⋯(223)

二、解放后的病虫害防治⋯⋯⋯⋯⋯⋯⋯⋯⋯⋯(224)

第三节农田鼠害及防治⋯⋯⋯⋯⋯⋯⋯⋯⋯⋯⋯⋯(231)

第四节 除草剂的推广应用⋯⋯⋯⋯⋯⋯⋯⋯⋯⋯⋯(232)

第九章农业区划⋯⋯⋯⋯⋯⋯⋯⋯⋯⋯⋯⋯⋯⋯⋯⋯⋯(236)

第一节糠油作物分区⋯⋯⋯⋯⋯·⋯⋯⋯⋯⋯⋯·⋯·(236)

第二节经济作物分区⋯⋯⋯⋯⋯⋯⋯⋯⋯⋯⋯⋯⋯(241)

8



第十章农业机构及队伍⋯⋯⋯⋯⋯⋯⋯⋯⋯⋯⋯⋯⋯⋯(244)
1

．

第一节解放前的农业机构⋯⋯⋯⋯⋯⋯⋯⋯⋯⋯⋯(244)

第二节解放后的农业机构⋯⋯⋯⋯⋯⋯⋯⋯⋯⋯⋯(245)

一，农业局的机构演变情况⋯⋯⋯⋯．．．⋯⋯⋯⋯(245)

二，农业局主要工作任务和职责范围⋯⋯⋯⋯⋯(248)

三、农业局股、室、站设置和人员编制⋯⋯⋯⋯(248)

四、直属二级机构和基层单位设置与人员编制⋯(250)

第三节技术培训⋯⋯⋯⋯⋯⋯⋯⋯⋯⋯⋯⋯⋯⋯⋯(278)

第四节职称评定及聘任⋯⋯⋯⋯⋯⋯⋯⋯⋯··?⋯⋯(280)

第五节农牧渔业部授予在农业战线工作25年以上人
、

员的荣誉证书⋯⋯⋯⋯⋯⋯⋯⋯⋯⋯⋯⋯⋯(284)

第六节农学会、工会⋯⋯⋯⋯⋯⋯⋯⋯⋯⋯⋯⋯⋯(286)

编后记⋯⋯⋯⋯⋯⋯⋯⋯⋯⋯⋯⋯⋯⋯⋯⋯⋯⋯⋯⋯(288)

’新晃侗族自治县《农业志》编纂领导小组、工作人员

名单····”··········”···”·”·”····”··””·····“······”··一·“(289)

专志审批表⋯⋯⋯⋯⋯⋯⋯⋯⋯⋯⋯⋯⋯⋯⋯⋯⋯⋯(290)

县政府办批复⋯⋯⋯⋯⋯⋯⋯⋯⋯⋯⋯000tOO 000000OOOeQo(291)

印刷出版⋯“””一···一”””“”．．”“”一””””””””””·(292)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