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7615
一——一一



科学技术委员会

梓潼县雾气技乒?主编纂
标 准 计 量 所

C≥7>一广



，

l，

～



录

序⋯⋯⋯⋯⋯⋯⋯⋯⋯⋯⋯⋯⋯⋯⋯⋯⋯⋯⋯⋯⋯⋯⋯⋯⋯(1)
●

概 述⋯⋯⋯⋯⋯⋯⋯⋯⋯⋯⋯⋯⋯⋯⋯⋯⋯⋯⋯⋯⋯⋯(3)

第一章大辜记⋯⋯⋯⋯⋯⋯⋯⋯⋯⋯⋯⋯⋯⋯⋯⋯⋯(9)

第二章科技管理机构⋯⋯⋯⋯⋯⋯⋯⋯⋯■⋯⋯⋯⋯⋯一(21)．

第一节教建科，建设科⋯⋯⋯⋯⋯⋯⋯⋯⋯⋯⋯⋯⋯(21)

第二节．科学技术委员会⋯··：⋯⋯⋯⋯⋯⋯⋯⋯⋯⋯⋯(22)

第三节．党组织⋯⋯⋯⋯·：·：：：⋯·?¨⋯⋯⋯一⋯⋯⋯⋯··(26、)

第三章．科技推广，研究机构⋯Ⅵ⋯_⋯⋯⋯⋯⋯⋯⋯⋯⋯(28)

第一节 科技推广机构⋯·?⋯⋯⋯·?⋯⋯⋯⋯⋯⋯⋯⋯-·(28)

一蚕桑局、梓潼苗圃⋯⋯⋯⋯⋯⋯⋯oo e o o o⋯”_·(’28)

二农业技术推广所⋯⋯⋯⋯⋯⋯”⋯⋯⋯⋯⋯⋯·(28)
· ．‘三梓潼农场 苗圃⋯⋯⋯⋯⋯⋯⋯⋯⋯⋯⋯⋯⋯(2a)

四 部门科技推广服务机构⋯⋯⋯⋯⋯⋯⋯⋯⋯⋯(31)

笫二节科研机构⋯⋯⋯⋯⋯O O O O OO⋯⋯⋯⋯⋯⋯⋯⋯⋯(3 1，)，

一医学研究会⋯⋯⋯⋯⋯⋯⋯⋯⋯⋯．．．⋯⋯⋯．．·(32)

二县科学研究所⋯⋯⋯⋯⋯⋯⋯⋯⋯⋯⋯⋯．．⋯·(33，)

三县农业科学研究所⋯⋯⋯⋯·i：_⋯⋯⋯⋯⋯⋯(34)

·一四 县农机研究所··：⋯⋯⋯⋯’·j⋯⋯·．'”o e'e e o o o b o o oo⋯(35)
__

‘五 四级农科网o O o o o o O e o⋯O—o(B o o⋯⋯⋯⋯⋯⋯⋯⋯⋯·(35)

‰‘夕‘六厂办科研所o o o o O o⋯··j⋯·j⋯⋯j·：⋯⋯·j：：⋯⋯i．．(36)

7垂笫三节⋯科技情报-‘咨询机构，Jo o g e a e⋯·⋯．．Q o 4J⋯-⋯⋯⋯(37)

1



一 科学技术情报所⋯⋯⋯⋯⋯⋯⋯⋯⋯⋯⋯⋯⋯(37)

二科技服务中心⋯⋯⋯⋯⋯⋯⋯⋯⋯⋯⋯⋯⋯⋯(38)

三 科技顾问团⋯⋯⋯⋯⋯⋯⋯⋯⋯⋯⋯⋯⋯⋯⋯(39)

第四章科技团体⋯⋯⋯⋯⋯⋯⋯⋯⋯⋯⋯⋯⋯⋯⋯⋯⋯⋯(41)

第一节中医师公会⋯⋯⋯⋯⋯⋯⋯⋯⋯⋯⋯⋯⋯⋯⋯(42)

第二节科学技术协会⋯⋯⋯⋯⋯⋯⋯⋯⋯⋯⋯⋯⋯⋯(43)

第三节学会、协会⋯⋯⋯⋯⋯⋯⋯⋯⋯⋯⋯⋯⋯⋯⋯(45)

附：学会、协会一览表⋯⋯⋯⋯⋯⋯⋯⋯⋯⋯⋯⋯(47)
“

第四节 农村科普协会⋯⋯⋯⋯⋯⋯⋯⋯⋯⋯⋯⋯⋯⋯(48)

第五章科技队伍⋯⋯⋯D O U O O*D O D U U U U D O b 00⋯⋯⋯⋯⋯⋯⋯⋯⋯(49)

第一节分布，结构⋯⋯⋯⋯⋯⋯⋯⋯⋯⋯⋯⋯⋯⋯⋯(49)

第二节科技干部管理⋯⋯⋯⋯⋯⋯⋯⋯⋯⋯⋯⋯⋯⋯(52)

第三节 技术职称评定⋯⋯⋯⋯⋯⋯⋯⋯⋯⋯⋯⋯⋯⋯(53)

第四节 普查科技人员、落实政策⋯⋯⋯⋯⋯．．．⋯⋯⋯(58)

第五节 闲散科技人员的调查⋯⋯⋯⋯⋯⋯⋯⋯⋯⋯⋯(58)

第六节农村人才调查、登记⋯⋯⋯⋯⋯⋯⋯⋯⋯⋯⋯(59)

第七节梓潼籍在外的科技人员⋯⋯⋯⋯⋯⋯⋯⋯⋯⋯(60。)

第六章科技活动⋯⋯⋯⋯⋯⋯⋯⋯⋯⋯⋯⋯⋯⋯⋯⋯⋯⋯(61)

第一节科普与“双革”⋯⋯⋯⋯⋯⋯⋯⋯⋯⋯⋯⋯⋯(61)

一 科学普及⋯⋯⋯⋯⋯⋯⋯⋯⋯⋯⋯⋯⋯⋯⋯⋯，(61)

， (一．)科普管理机构⋯⋯⋯⋯⋯⋯⋯⋯⋯⋯⋯⋯(62)

(二)科普工作网⋯⋯⋯⋯⋯⋯⋯⋯⋯⋯⋯⋯⋯(62)

(．三)科普活动⋯⋯⋯⋯⋯⋯⋯⋯⋯⋯⋯⋯⋯⋯(62)

二 ?双革一运动⋯⋯⋯⋯．．⋯．．⋯⋯⋯⋯⋯⋯⋯··(64)

第二节?科技服务⋯⋯⋯⋯⋯一．．”，⋯⋯⋯⋯⋯⋯．．．⋯⋯·(65)

一科技情报服务⋯⋯⋯⋯⋯⋯⋯⋯⋯⋯⋯⋯⋯⋯(65)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二“咨询服务⋯⋯⋯⋯⋯⋯⋯·⋯⋯⋯⋯⋯⋯·．：⋯”(67)

三技术培训服务⋯-⋯⋯⋯⋯⋯⋯⋯⋯⋯⋯⋯⋯(68)

第三节青少年科普活动⋯⋯⋯⋯⋯⋯⋯⋯⋯⋯⋯⋯⋯(68)

第四节研究成果⋯⋯．．．⋯⋯⋯⋯⋯⋯⋯⋯⋯⋯⋯⋯⋯．(69)

一 土壤普查⋯⋯⋯⋯⋯⋯⋯⋯⋯⋯⋯⋯⋯⋯⋯⋯(69)

二农业区划调查⋯⋯⋯⋯⋯⋯⋯⋯⋯⋯⋯⋯⋯⋯(72)

三梓潼。桔梗’调查⋯⋯⋯⋯⋯⋯⋯⋯⋯⋯⋯⋯(72)

四 肿瘤死亡调查⋯⋯⋯⋯⋯⋯⋯⋯⋯⋯⋯⋯⋯··：(73，)

五水质调查⋯⋯⋯⋯⋯⋯⋯⋯·：⋯⋯··q’e—e o e ee⋯⋯(74)

六农业综合试验点一_·⋯⋯··⋯⋯⋯：⋯⋯⋯·⋯··(74)

j 七 刺梨(硕果玫瑰)资源调查⋯⋯⋯⋯⋯⋯⋯“(孑6)

， 八 ‘：8 1·7”洪灾成因调查⋯⋯⋯⋯⋯⋯⋯⋯(77)

尢。推广。优选法一成果⋯⋯⋯⋯⋯⋯⋯⋯⋯⋯⋯(77>’

第五节⋯科学大会⋯⋯⋯⋯⋯．⋯⋯⋯⋯⋯⋯⋯⋯⋯⋯⋯(78)

第七章～科研成果与推广··：⋯⋯⋯⋯⋯⋯⋯⋯⋯⋯⋯⋯⋯⋯(80)

笫7二节农业科技试验、推广⋯⋯⋯⋯⋯⋯⋯⋯⋯⋯⋯(80)

⋯二 良种的引进与改良⋯⋯⋯⋯⋯⋯⋯⋯·：⋯·j⋯··(80)

二⋯栽培技术的引进与改良一⋯⋯⋯⋯⋯⋯⋯⋯⋯·(8 1)

三4作物熟制的改良⋯⋯⋯⋯：⋯⋯．．⋯。⋯⋯⋯⋯⋯(83)

四 畜牧鱼蚕的引进与改良⋯⋯⋯⋯⋯⋯⋯⋯⋯⋯．)83)

五锌肥施用试验⋯⋯⋯⋯⋯⋯⋯⋯⋯⋯⋯⋯⋯⋯(84)

六地膜复盖试验⋯⋯⋯⋯⋯⋯⋯⋯⋯⋯⋯⋯⋯⋯(85)

七’杂交制种～⋯⋯⋯⋯⋯⋯?⋯⋯⋯⋯⋯⋯⋯⋯·?(85)

八三十烷醇施用试验⋯⋯⋯．．⋯⋯⋯⋯⋯⋯⋯⋯·(87)

九配方施肥实验⋯⋯⋯⋯⋯·‘⋯⋯⋯⋯⋯⋯⋯⋯．．(88)

3



十 生物防治害虫试验⋯⋯⋯⋯⋯⋯⋯⋯⋯⋯⋯⋯(90)

十一 红苕高温窖试验⋯⋯⋯⋯⋯⋯⋯⋯⋯⋯⋯⋯(90)

第二节 多经研试推广⋯⋯⋯⋯⋯⋯⋯⋯⋯⋯⋯⋯⋯⋯(91)

一 冻精配种试验⋯⋯⋯⋯⋯⋯⋯⋯⋯⋯⋯⋯⋯⋯(9 1)

二 桑树冬季芽接试验⋯⋯⋯⋯⋯⋯⋯⋯⋯⋯⋯⋯(92)

三 团鱼人工孵化试验⋯⋯⋯⋯⋯⋯⋯⋯⋯⋯⋯⋯(92)

四 油橄榄引种试验⋯⋯⋯⋯⋯⋯⋯⋯⋯⋯⋯⋯⋯(93)

五 网箱育鱼种试验⋯⋯⋯⋯⋯⋯⋯⋯⋯⋯⋯⋯⋯(94)

六 蔬菜杂交试验⋯⋯⋯⋯⋯⋯⋯⋯⋯⋯⋯⋯⋯⋯(94)

。七 酶原激活剂7 9 1 0试验⋯⋯⋯⋯⋯⋯⋯⋯⋯(95)

八食用茵制种、栽培试验⋯⋯⋯⋯⋯⋯⋯⋯¨⋯(95)

九桤桕混栽试验⋯⋯⋯⋯⋯⋯⋯⋯⋯⋯⋯⋯⋯⋯(96)

第三节工业新产品试验⋯⋯⋯⋯⋯⋯⋯⋯⋯⋯⋯⋯⋯(97)

。一 C 5 0 Y喷头的试制⋯⋯⋯⋯⋯⋯⋯⋯⋯⋯⋯(97)

二小型沼气通用模具试制⋯：⋯⋯⋯⋯⋯⋯⋯⋯··(97)

三 防火五自动器具的试制⋯⋯⋯⋯⋯⋯⋯⋯⋯⋯(98)

四 群徼沫剂“推广⋯⋯⋯⋯⋯⋯⋯⋯⋯⋯⋯⋯⋯(98)

五冰花烤漆的试验⋯⋯⋯⋯⋯⋯⋯⋯⋯⋯⋯⋯⋯(99)

． 六远红外线的应用⋯⋯⋯⋯⋯⋯⋯⋯⋯⋯⋯⋯⋯(99)

，·’ 七r合成板光电控制器的应用⋯⋯⋯⋯⋯⋯⋯_⋯‘(100)

八‘改进型搅拌机⋯⋯⋯⋯⋯⋯”⋯⋯⋯⋯⋯⋯⋯‘(1 01)

九’改进型面粉机的研制⋯⋯⋯⋯⋯⋯⋯⋯⋯⋯⋯(10i)

十服装排版新工艺⋯⋯⋯⋯⋯⋯⋯⋯⋯⋯⋯⋯⋯(101)

十一低氧低药储粮试验⋯⋯⋯⋯⋯⋯’：⋯⋯⋯⋯‘(102)

笫四节⋯食品饮料研制试验⋯⋯⋯⋯⋯⋯⋯⋯⋯⋯⋯⋯(102)

4 ．



．+’ 一人造肉的试制⋯⋯懈⋯⋯⋯⋯⋯⋯⋯·⋯⋯⋯··(1 02)

二梓潼酥饼的改进研试⋯⋯⋯⋯⋯⋯’⋯⋯⋯⋯⋯(103)

。“ 三 千佛酒的研制⋯⋯⋯⋯⋯⋯⋯⋯⋯⋯⋯⋯⋯⋯(104)

四 强力米粉的研制⋯⋯⋯⋯⋯⋯⋯⋯⋯⋯⋯⋯⋯(104)

五米醋的研制⋯⋯⋯⋯⋯⋯⋯⋯⋯⋯⋯⋯⋯⋯⋯(105)

六 梓潼片粉的改进⋯⋯⋯⋯⋯⋯⋯⋯⋯⋯⋯⋯⋯(105)

第五节新医新药研试⋯⋯⋯⋯⋯⋯⋯⋯⋯ee e o o e e 6 o⋯⋯(106)

一 中医治疗食道癌的研究⋯⋯⋯⋯⋯⋯⋯9 0 4J 0 00 d-0 0(106)

二 “槐花消痔汤，的研试⋯⋯⋯⋯o o o OO O o o o g O 0⋯⋯(106)

三 巨大肿瘤的摘除⋯⋯⋯⋯⋯⋯⋯⋯⋯⋯⋯⋯⋯(107)

四 当归液注射治疗,'bJL直肠脱垂试验⋯⋯⋯⋯⋯(107)

五天麻人工栽培试验·：··：⋯·⋯e o e e e e e o e ooo e o D e o o⋯⋯(108)

六水针麻醉试验⋯⋯⋯⋯⋯⋯⋯⋯⋯@O O O O O B O O⋯⋯(108)

七盾叶薯芋人工栽培试验⋯⋯⋯e e e e4 o o o e OOO o o o e e e o e e(109)

第八章管． 理⋯⋯⋯⋯⋯⋯⋯⋯⋯⋯⋯⋯⋯⋯⋯⋯⋯⋯(110)

第一节科研管理⋯⋯⋯⋯⋯⋯@O m O O O O O@o 0 e oooooo oeeeoo⋯⋯(110)

一科研计划⋯⋯⋯?⋯⋯⋯⋯⋯⋯⋯⋯“⋯⋯?⋯··(110)

二科研项目⋯⋯⋯⋯⋯⋯⋯⋯⋯⋯⋯⋯_·?⋯⋯·(111)

'．三。科研经费⋯⋯⋯⋯⋯⋯⋯⋯⋯⋯⋯⋯⋯⋯：⋯”(112)

，一 ’附：科技开发基金暂行管理办法⋯·：⋯飞⋯⋯⋯·(113，)

第二节’科技成果管理⋯⋯⋯⋯⋯⋯⋯⋯⋯⋯⋯⋯⋯⋯(114)

一评审和鉴定⋯⋯⋯⋯⋯⋯⋯⋯．．．⋯⋯⋯⋯0@0 0 0 0(115；)

．， ’二’奖’励⋯⋯⋯O O Q O@O⋯⋯⋯⋯⋯．．．⋯⋯⋯⋯⋯⋯(116)

⋯附：1，～成果奖励试行条例．．．．．．¨⋯⋯⋯⋯．．．·。?，1 1 16()

1’一⋯·’2’『’历年奖励成果一览表o o o 41F qp@-．。⋯⋯。o：：@·，(1 19)

奄

I

k



三成果推广管理⋯⋯⋯⋯⋯⋯⋯⋯⋯⋯⋯⋯⋯⋯(130)

第三节 科技情报管理⋯⋯⋯⋯⋯⋯⋯⋯⋯⋯⋯⋯⋯⋯(130)

第九章人 物⋯．．，，．．⋯⋯⋯⋯⋯⋯⋯⋯⋯⋯⋯⋯⋯⋯⋯．(132)

第一节人物简介⋯⋯⋯⋯⋯⋯⋯⋯⋯⋯⋯⋯⋯⋯⋯⋯(1 3 2)

第二节 出席省、地、县先进个人一览表⋯⋯⋯⋯⋯⋯(134)

第三节 优秀学术论文名录⋯⋯⋯⋯⋯⋯⋯J O o"g o o⋯⋯⋯(135)

第十章沼气建设⋯⋯⋯⋯⋯⋯⋯⋯⋯⋯⋯⋯⋯⋯⋯⋯⋯⋯(1 38)

第一节 沼气办公室⋯⋯⋯⋯⋯⋯⋯⋯⋯⋯⋯⋯⋯⋯⋯(1 39)

第二节沼气资源⋯⋯⋯⋯⋯⋯⋯⋯⋯⋯⋯⋯m：⋯⋯··(140)

第三节．建设概况⋯⋯⋯⋯⋯⋯⋯⋯⋯⋯⋯⋯⋯⋯⋯⋯(143)

第四节 省柴灶的推广⋯⋯⋯Q O o o o 4⋯⋯⋯⋯⋯⋯⋯⋯⋯(146)

第五节 农村能源技术服务公司⋯⋯⋯⋯⋯⋯⋯⋯⋯⋯(1 48)

第十一章，标准计量⋯⋯⋯⋯⋯⋯⋯．|．⋯⋯⋯⋯⋯⋯⋯⋯⋯(151)

·‘附：一国际单位制⋯⋯⋯⋯⋯⋯⋯⋯⋯⋯⋯⋯⋯⋯(159)

第三节计量管理Q O S,Q 60”O⋯⋯⋯⋯⋯⋯⋯⋯⋯⋯⋯⋯⋯(164)

附：1、检定目录表⋯⋯⋯⋯⋯⋯⋯⋯¨⋯⋯⋯(172)

2、民生计量器具一览表⋯⋯OI O LI·D B⋯⋯⋯⋯(175)

，，3、中国历代重量，量度折合表⋯⋯⋯．⋯⋯(177)

4∥中国历代尺的长度比较表O e e o o e o(,e e e o⋯s·o⋯(178)

第四节工业标准化⋯⋯⋯⋯⋯⋯⋯⋯⋯⋯⋯⋯⋯⋯⋯(179)

第五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181)

6

＼．、、-、))

l

l口J

3

5

5

5

5

，●■

l

1●■●●▲，_／，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革构

～度沿机部制构理支量机管党计

节

一

二节

一

一

二

第

第



第十二章附 录⋯⋯⋯⋯⋯⋯⋯⋯⋯··?⋯⋯⋯⋯⋯⋯⋯(185)

第一节文 存．．⋯⋯⋯⋯⋯⋯⋯⋯⋯⋯⋯⋯⋯⋯⋯·(185)

一梓潼县科学技术服务中心章程⋯⋯⋯⋯⋯⋯一(185)

二科委、科协岗位责任制⋯_⋯⋯⋯e e e o e e

oe．o

ee o o e o(190)

三梓潼县科学技术协会章程⋯⋯⋯⋯⋯⋯⋯⋯⋯(196)

四 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组织通则⋯⋯⋯⋯⋯⋯⋯⋯(200)

五农村科学技术协会组织通则⋯⋯⋯⋯⋯⋯⋯⋯(205)

第二节修志始末⋯⋯⋯⋯⋯⋯”⋯⋯⋯⋯⋯⋯⋯⋯．．．·(208)

7



序 言

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使科学技术更

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更好地进入经济，长入经济，从而促进经济建

设更好地依靠科技进步，为此，全面地系统地、历史地对我县科学

技术的发展史事进行_一次搜集、归纳、 整理， 从中吸取有益的东

西，也使我们看到自己的差距，并增强责任感， 紧迫感， 进一步

提高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这是编写“梓潼县科技志”的目的。

在县委、县府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在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下，

编制人员经过近一年的辛勤劳动，一部填补我县史志空白的“科技

志”终于诞生了，它既记述了我县解放前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

现状水平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概况，也客观地反应了我

县科学技术与先进地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和间题，给人以回顾、联

想、启迪、 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从来都是相关联相制约， 相互促

进，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也是密切相关约，这部“科技志”的问
●

事，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繁营、政治、民主

的一派大好形势，政通人和才能谈科学技术、民主、政治的仓盛，

法制的健全与完善才谈得上“科学兴国” 拜科学兴县一，虽然本志

中还存在这样那样之不足，但它毕竟是我县社会进步科技经济发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一面镜子，也客观地反映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

科学技术才能富中国，愿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这一伟大

共免。

本志中错误之处难免，望读者指正。7
，

’
t

·t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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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人类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规律的系统知识≥是

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的实践结晶。-_个地区的科学技术进步

与否，7，无不跟经济结构层次、文化结构层次息息相关。经济的进步

是科技进步的基础，而科技进步又是经济进步的条件。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它们往往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 ‘1。～’| +i一。1

清代的梓潼，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结构状态，男耕女织，，自食

’其力是其主要特征． 即或有少量商品生产，。，其目的亦不是为着交

换，而是“为买而卖一，仍然围绕着“自耕自食’’．打转转，还没有上

升到为交换而生产的经济结构层次。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其

生产技能^是一种祖辈相传的传统经验的延续．有时亦有创见，但

都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道光十六年。(I 8 3 6)梓潼知县福

阿昌首倡建修天仙桥(今南桥)， 继任知县周树棠续修，’建修七

年，垮塌三次。周树棠即采用“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的办 ，

法，召集工匠，研讨垮塌原因， 集思广益后，’总结了如下经验：

“桥洞中虚者，实其腹；桥柱支弱者，强其骨；桥面单薄者，丰其

肉；加高加长鱼嘴(桥墩外延部分)，于桥心开漫口．(溢洪道)以

分水势。”，归纳了匠工们的众议后，即用条石充填海底(固定桥

墩)，加拱柱、拱脊(增强对水流惯性力冲击的抵御能力)；加高

延长鱼嘴(北面鱼嘴起抵挡冲击作用，避免流水直接冲击桥柱；南

面鱼嘴起支撑、固定桥柱作用)，加高桥墩，开挖溢洪道(分散、

扩大流水的流面)。按新法重建后， 天仙桥固若盘石j 从这一过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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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亦可看出知县周树棠总结的这些经验和科学方法， 都是自发

的， 是应景而作， 还未上升到自觉的作科学计算总结的层次。

民国时期，梓潼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但出现了较大、较集中

的手工业作坊，这些作坊的出现，虽然在社会经济中比例不大，但

是它们以商品生产为主j为着交换六为着资本积累，客观地要求更

新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因而出现了优良品种的推广和向外地学习

先进技术的要求。。民国三十多年， 梓潼推广、 仿制了日本缫丝机

(小车：丝)改良了部份农作物和蚕桑品种·：但毕竟自然经济占了主

导地位，这就客观地约束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之政府对科技发展

的不重视，7无人才，无规划、无课题，因而仍属白纸一张．
‘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科学技术事业，．科学技术得到广’

泛的应用推广．．1 9 5 6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

了基本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及时发出了一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

同党内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一

的号召；i极大地鼓舞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促使我国一系列新技

术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迅速地发展起来， 并促进了新兴工业的建

立，农村广泛的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从县到生产队层层

建立了农业科学实验组织，开展了以科学种田的实验活动，普及农

村科学种田水平．j随后毛主席又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

而且必须打好”，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1的方针：有力地

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进步．1 9 5 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

识分子问题会，、以及接着进行的全国科学技术规划工作会议，周总。

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明确指出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并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会后国务院又请了

几百位科技专家共同拟定了’l 9 5 6年至1 9 6 7年十二年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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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 9 5 7年成立了国家科委，聂荣臻付总理兼

。， 任国家科委主任-于l 9 6 1年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自然科学研

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 4条‘》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科研机构的根本任

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要求各个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部

十I、]『，要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1坚持敢想、敢于和严肃严密

的科学作风，建立考核责任制、技术档案管理等各项必要的规章制

度。改善党对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从而促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不

断向前迈进。科学技术推广工作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得到不断的发

7展。建国后梓潼县的科学技术日益紧密地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结合起

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开发的根本途径，在全县的产业结构中已

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1．9 5 0年到l 9 5 7年工作重点逐步转

移到经济建设与科学发展上来，从5 2年起，县内先后建立了农，

林、牧、水以及蚕桑、气象、水纹、水电、农机、计量等技术推广

服务机构和医药：卫生、畜牧兽医等科技群团组织．在党和人民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为发展全县工．．农业生产积极推广新技术、新工

艺：新农药、新化肥，普及优良品种，防治病虫，改进施肥技术，
‘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在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方针，

政策指引下，政府各项工作贯彻了重视团结科学技术人员，在发展

科学服务于农业、工业的作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坚持“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而能在县内未设立科技管理机构时，县内

各级部门无论在科学技术的地位和注意发挥科技人员的才干和作用

方面，以及在推广运用科技成果与新技术方面，均获良好成就，这

是梓潼科技事业发展的第一步．

l 9 5 8年县内建立了．“梓潼县技术革命委员会一继后根据国

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于l 9 5 9年2月撤销了梓潼县技术革命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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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立了梓潼县科委、。科协0科研所等机构，。县内出现了群众性

的科学技术革命高潮，‘科学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左’’倾思

想的影响，’．在l 9 5 7年至l 9 i5 8年之间的反右派斗争的扩大

化，致使部分科技人员遭受批判，政治上受迫害，人格上受歧视，’

思想上受摧残，阻碍了全县科技事业的大发展，导致经济建设与科

技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加之十年文化大革命，在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左，，的思潮下；鄙薄知识， 歧视人才，。科学技术被视为

“唯生产力论”、 “技术冲击政治”的“修正主义”批判。科技人

员被打为“臭老九修；+“反动学术权威”。科技人员受批判，有的

关牛棚。一些学术群团组织自动解体，或有名无实，一度时期致使

县内学术空气窒息，科技事业受到残酷摧残，科学技术事业处于停

滞状态。

1 9 z 1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

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讲了话，重新肯定了广大科学技术人员是无

产阶级的一部分，从根本上纠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

的政策，迎来了全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春天。
’

梓潼县科学技术事业，在全国和省县科学大会的召开及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全县科技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I 9 8‘’1年

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定。了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科学技术必须为国

民经济服务，指出发展国民经济“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是推

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没有四个现代化，．

提出了科学技术的四个转移； “由实验室向生产转移，由单纯的军

用向军民兼用转移，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国外向国内转移”这就进

一步使科学技术与发展国民经济紧密结合起来． 全县经过拨乱反

正，端正科技方向，贯彻新的科技方针之后，评反了建国后历次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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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的冤、假错案，‘落实了科技人员’的政’策，加强了科技人员的管

理，调整和改善了决大多数科技入员的物资和生活条件，调动了科

技人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截至1 9 8 7年底止，梓潼形成

了一个完整的科技体系，全县共有科技行政管理机构4个，称研机

构5个， 科技群众团体9 4个， 县、 区、 乡各类科技服务机构

l 7 4个，开展了科技市埸2 9 3．次，科技讲座3 8 7次，科技广

播4 7 2次，放映了科教电影2 9 1部，培训了科技人员9 1 3 4 2

人次，办了科技橱窗9 7处。评定了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2 3 4 2

人，占全县从事自然科学的科技人员2 5 9 1人的9 0·3％，投

资“三项费用”经费2 0 4 0 0 0元，开展了科研项目1 6 5项．

评奖了，国家部局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科技成果2 3 7项，

收集了科技文献资料1 8 5 6 7份，开办了五种科技刊物，印发了

各类科技资料1 8 9 8 2 0份，同时开展了以应用科学为主体的现

代化农业科学技术面向农村，面向基层，．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开

展了新工艺、新技术的引进，传递和科学技术交流活动，加强科技

队伍建设，提高科技人员素质，进一步为全县人民的吃、穿、用等

同题组织科技开发研究，狠抓沼气发展和标准计量的管理工作．在

改革、开放、搞活的经济政策指引下，为振兴梓潼经济，提高全县

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做出了贡献．

梓潼县的科技发展，演变过程， 充分说明了科技的进步， 是

生产进步的表现，而生产进步则是不断总结经验和采用新技术的结

果，而这些新经验、 新技术的总结和推广，，又需有较高的文化层

次。因此，发展生产，培养人才，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科技进步

的必要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

和材以改革总揽全局’’的一系列方针的贯彻，全县人民增强了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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