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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之际，全面记述农牧业发展

的第一部工具书——《濮阳市农牧志》编辑出版了。这是我市农业

战线上的一项重要成果，对于我们吸取昔日的经验教训，促进农牧

业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濮阳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动植物资源丰富，为农牧

业生产提供了优越条件。濮阳自古是农业区，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

农牧业生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濮阳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农牧业生产也曾有过辉煌。但是由于受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束缚，

生产条件落后，生产力发展缓慢，加之自然灾害频繁，致使农牧业

生产数度衰落。建国后，由于党和政府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国家向

农业大量投入，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普

及力度逐渐加大，农牧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民的生产生活水

平有了很大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濮阳建市以

后，全市人民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

政策，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调整生产关系，拉开了

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随着

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全市各级党委、政府从

实际出发，坚持“治水兴农”，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努力改善生

产条件；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大力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以市场为导

向，积极调整农业结构，集约化养殖、温棚蔬菜、林果业迅速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初具雏形，优质农产品大量涌现，农牧业生产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农村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农牧业生产既要应对国内市

场，又要应对国际市场，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竞争更加激

烈，但是也有许多有利条件，总体上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

希望同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稳则天下安。目前，我市是

一个农业市，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农牧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仍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

党的十六大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为目标，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努力实现我市农牧业跨越式发

展。

《濮阳市农牧志》详细记述了濮阳从古到今农牧业发展的历史

过程，内容翔实，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文笔流畅，是了解濮阳农牧

业发展情况的必备工具书，读后受益匪浅。相信她是我市从事农牧

业工作的各级领导、专业技术人员和关心濮阳农牧业的各界人士

的良师益友。

《濮阳市农牧志》付梓之际，是为序。

200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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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农业志难，难在它纵贯古今，横陈百科；难在设章谋篇，熔繁

杂为一体；更难的是编者都是农业科技工作者，写志是门外汉。不

懂就得学习。在指导思想上，认真阅读了《邓小平文选》，重点是“对

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在写作技

巧上研读了《河南史志论丛》等书。

《濮阳市农牧志》在《濮阳市志农业篇》初稿完成后，于2002年

1月动笔，7月完稿。1991年濮阳市志会议第三次扩大会之后，就

组成了《濮阳市志农业篇》的写作班子。收集资料、拟定编写大纲，

着手绵撰、1997年4月在市史志办公室的主持下，召开了<濮阳市

志农业篇》第一次评稿会，1998年7月召开了第二次评稿会，2001

年12月第三稿已送市史志办公室。

当时市农牧局领导考虑到在《濮阳市志农业篇》的基础上编写

濮阳市第一部农牧志，1992年1月拟定了<濮阳市农牧志》编写大

纲。1998年2月讨论后，修改成第二稿，2002年1月经多方征求意

见，写成了第三稿。原《濮阳市志农业篇》只有种植业、畜牧业、农业

体制三章。好在笔者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写志工作，经多方收集资

料，用了180个日日夜夜，完成了概述、农业生产条件、农业开发、

机构·成果、人物和大事记，并通纂全书。经评稿、审稿、定稿，现在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濮阳市农牧志》一书共分七章十八节三十五万

余字。

本书除濮阳市农业局各有关科、站提供的部分资料和初稿外，

还承蒙市史志办、市农委、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气象局、市农机

局、市扶贫办、市黄河河务局等单位提供了大量资料。在《濮阳市农

牧志》即将付梓之际，编者特向许文孝、邢秀凤、王桂荣、王从敏、许



化平、王子臣、边少青、王华、李玉民、李爱民等同志表示致谢。没

有他们的帮助，编者难成无米之炊。

因编纂者水平有限，观点、事实、内容难免有不妥、遗漏之处，

望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2002年7月16日



凡 例

一、《濮阳市农牧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

事求是地记述濮阳市农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所载上限不定，只要有案可稽，尽量追溯，下限至

2000年，个别章节有所伸缩。在内容上采取详近略远的原则。

三、本志体例采用述、志、记、传、录、图、表等形式，以志为主。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形式，横排竖写，除概述和大事记

外，共设7章18节。

五、本志首设概述，宏观勾画出濮阳市农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篇尾设大事记，简记各个历史时期或年份有关农牧业的大事、

要事，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笔法。

六、书中资料来源主要是原安阳地区和濮阳市农业局、原市农

委及有关科、室、站保存的档案、资料，已出版或未出版的有关书籍

及调查访问资料。所用数据系统计局发布过的或市县有据可查

的。
‘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语言力求朴实、简炼，使用文字、

标点、数字、计量均按国家规定或国际通用的规范书写。

八、时间表述：清代以前用朝代名称和帝王年号纪年，在括号

内注明公元年份，年、月采用农历；1912年元月一1949年9月用民

国年号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历年份，月、日采用公历；1949年10

月1日后，年、月、日均采用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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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白色工程一H光温室种植冬春蔬菜

已成规模，图为H光温摩·瞥。

濮阳市农峨高科技产业一世锦同人工气候窀花卉生产



濮阳市农业局l二壤化验窜

清丰县大渣乡后大流村秸秆气化站及前大流村沼气示范



地方优良晶种一河南小尾寒羊

’地培育优良品种一豫丰黄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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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饲养已成为濮阳市斋牧业生产的

E要形式，图为农民办的养猪场，养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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