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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慈溪地处杭州湾南岸，南为山丘绵延，北为大片滩涂，中为广袤的沉积平原，土壤肥沃，物产

丰富，素有"三山一水六分地"之称。

慈溪植棉始于南宋末期，以元初余姚"小江布"已载史册为证，距今已有 700 余年，可谓历史

悠久。

解放前，棉花生产效率低下，市场又受私商垄断，棉粮比价失调，棉农生活困苦。 解放后，人

民政府制定发展棉花生产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棉农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改善生产基础，改

进植棉技术，植棉效益和棉农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1954 年，宁波专署为建设集中产棉县，经上级同意，将慈溪、余姚和镇海三县北部棉乡建成新

的慈溪县。 1957 年，慈溪成为全国首批亩产皮棉百斤县。 此后， 1958 年 、 1960 年、 1963-1970 年，

亩产皮棉保持在百斤以上，其中的 1965 年和 1968 年，亩产皮棉达到 150 斤以上，成为全国较为知

名的集中产棉县，且棉纤维品质优良，被棉纺企业誉为"营养棉" 。 从此棉花"成为慈溪一张

亮丽的名片 。 1984 年，全县植棉 42.56 万亩，其中 46.6% 的面积采用地膜覆盖栽培，平均亩产 185

斤，总产 39399 吨，亩产和总产双超历史最高纪录。 是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特到慈读拍摄科

教片《棉花巧施肥~，后在全国重点产棉县放映。

慈读人杰地灵，人民勤劳俭朴，农业生产精耕细作。 尤其是棉农，从选育良种、精选种子开

始，大搞棉田基本建设，实行棉地三沟配套，探索符合冬夏两熟的合理种植制度，实施田间高标准

培育管理，开展病虫草害综合防治等，棉农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高产优质高效的

植棉经验，形成了与慈溪自然地理环境相配套的棉花生产经验和栽培技术体系 。 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慈溪的植棉经验在省内外广泛交流。 50 年代中后期，向省内新植棉区派遣辅导员; 1965-

1966 年，河南、山东 、 四川 、广西、上海等 15 个省市向慈溪聘请植棉辅导员 1300 余名 O 慈溪植棉

技术在全国主要产棉省市广为传播，慈溪的棉花生产在全国知名度有了很大提高 。

昔日，慈溪自东而西有连绵长达百里的植棉带，面积40 余万亩，一片绿色的棉海蔚为壮观，

每当农民喜采新棉之际，自然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 然而， 1984 年后，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的

深入发展，植棉面积逐年减少，如今植棉面积已不足以往的十分之一。 可这恰恰是慈溪种植业结

构调整的一大成果，亦是慈溪农业适应市场经济和产业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充分显示出慈溪棉农

不回于原有生产格局，善于创新、敢于发展的性格特征。

《慈溪市棉花志》的编撰者在较短时间内，广泛搜集资料，多方汲取意见和建议，下了很大功



夫。 该书不仅对慈溪植棉历史作了综合记述，其中所涵盖的慈溪棉花生产诸多方面的经验和教

训，无论是对棉花生产工作者 、农业科技工作者，还是整个农业产业，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我曾在慈溪农林局从事和分管棉花生产及技术工作，也曾与志书

编撰者同事数年，与棉花结下的深厚感情一直萦怀，难于忘却。 回想当年为了打棉花生产翻身仗

并实现高产优质，那些深入田间农户、开展试验示范，调查棉花农情 、组织技术培训，内外交流探

讨 、 总结经验教训的日子，深感从事农业生产之艰辛和农业科技进步之不易 。 记录往事，不仅是

为了记住历史，也是为了尊重历史。

前人之事，后人之师。 《慈溪市棉花志 》 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慈溪棉花生产的历史面貌，无

论是对慈溪棉花生产乃至整个农业生产，还是对慈溪植棉历史乃至"三北"历史来说，都是一本

很有意义的书。

谨以此短文为序。

赵左士

2016 年 11 月于总溪寺山北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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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记述慈溪棉花生产，力求真实。

二、本志简要记述与棉花生产相关的历史沿革、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棉农生活。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篇、附录组成，以文字为主，适当辅以图表、照片。

四、专业篇按门类分编、章、节、目，部分节不设目 。

五、除历史语境外，行文中的"慈溪"通常指现境。 1954 年 10 月县域调整时划人慈溪县的原

余姚县北部、原慈溪县北部、原镇海县西北部分别称"姚北" "慈北" "镇北通称"三北" 。

六、本志以棉花大田生产为主要内容，尤以 1954 年至 2000 年集中产棉时期为重点，收购、检

验、加工、销售等相对简略。 为志书完整，下限记至2014 年。

七、数据以统计部门资料为主，也引用农业、供销合作社等部门资料。

八、纪年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为界，此前一般用历史纪年，此后用公元纪年。 未加说明的"解

放前" "解放后"即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后 。

九、计量采取综合采用、方便从实的方法，一般采用集中产棉时期的计量单位，主要有面积按

"亩"、单位面积产量和施肥量按"斤"等;引文、引表有时保留原计量单位。

十、资料以档案、方志、图书馆馆藏资料、专著、报刊等为主，部分引用笔记资料、网络资料、口

述资料等。 "文件选编"的"中央、国务院及部办委"文件大多辑自网络。 为存史，也辑录部分历

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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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棉花志

(一)

慈溪， 1954 年前旧境有河姆渡遗址，现境有童家番遗址(属河姆渡文化)，历史悠久。 6500

年前，境内已有先民活动 。 慈溪建县在唐开元二十六年( 738 )，距今 1270 多年。

慈溪境域在历史上相对稳定，但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及70 年代末期作过两次调整(另有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中期庵东盐区短时间的析出及纳入)。

这两次慈溪境域的调整，一是 1954 年 10 月，因棉花生产而县境大变动，将原慈溪县、余姚县、

镇海县 3 县北部植棉区域划建为新的慈溪县;二是 1979 年 9 月，因水利体系而县域小调整，将沿

海的泪门区划归余姚县，便于水利北排，将有丘陵水库的龙南区(后复改为"横河区" )划归慈溪

县，以增加蓄水抗旱。 1954 年的县境大变动，还让慈溪有了别名一一"三北" 。

慈溪众多物产中，盐、棉"两白"既是主产，又是特色。 棉业曾经是慈溪长时期首屈一指的

产业，因而是慈摸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志开编的缘由 。

(二)

以"三北"论，现在可搜集到的棉花最早记载，是《元一统志》的"余姚有小江布"。清光绪

《余姚县志~:"<<乾隆志》。 案《元一统志~，余姚有小江布。 今出彭桥。 " ①说明当时余姚不仅植棉，

而且纺纱织布，名载史册。 明徐光启 《农政全书 》多次提到余姚植棉技术，并称"似草之木棉也。

此种出南番，宋末始人江南"。 以此推论，慈溪现境植棉应早在宋末，迟至元初。 清光绪 《余姚县

志》载清乾隆时碑记姚邑北乡，沿海百四十余里，皆植木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

达吴楚，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至清乾隆时，棉花已是"姚北"多数邑民

的生计来源。

近代以来，以棉花为原料的纺织业为工业先导之一。 民国初，张春②倡导棉铁主义，以振兴

棉业铁业为强国之本，棉花生产和棉花工业受到政府特别重视，居经济发展战略地位。 嗣后，引

"美棉"种子，创专业机构，建棉花农场，行科学之道，禁掺水掺杂，倡合理分级，设纺织企业，育棉

业人才。 民国棉业，可以说合政治、经济、科学之力，有所成果，但终因战事不断，系统不全，成就

毕竟有限。

‘三北"之地，大部属滩涂淤涨后筑塘围垦而成(部分先垦后围)，其中多数先期煮盐晒盐，后

随海涂北却，不便制盐，慢慢植麦种棉，随着垦植年久，土地日渐肥沃。 至民国时期，自大古塘至

七塘，统称"沿海"平原广袤，冬夏两作，粮棉相续，冬种大麦、小麦、蚕豆、油菜，夏植基本就是棉

花。 名虽冬夏两熟，实则夏主冬辅，棉花一业，实为"三北"民众生计所在，因而棉产丰歉关系至

大，丰年便可庆余，歉收难免饥馁。 自清至民国 三北"的"姚花"曾经享誉一时杜布"也行

① 载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9 H余姚县志》卷六《物产·货之品~ "棉布"条。

② 张睿( 1853一1926 )，字季直，江苏南通人 清末状元。 民国初先后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和北洋政府

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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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各地，但终究品种不纯，品质低劣，水利不修，产量不高，有棉乡之名，少棉业之利，农村面貌破

落，棉农生活贫困 。

解放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棉花生产发展，确定棉粮比价，稳定棉农人心，开展土地改革，实

行耕者有田，引导合作互助，提高生产水平，推广优良棉种，进行科学辅导 三北"的棉花生产得

到恢复发展。 1954 年 10 月，慈溪县县境大变动，将原余姚县北部、原慈溪县北部、原镇海县西北

部的集中产棉区划为新的慈溪县，俗称"三北耕地四分之三夏季植棉，成为名副其实的集中产

棉县。

在合作化、公社化过程中，发挥集体组织力量的优越性，开展水利建设，大搞土地平整，为棉

花生产的平衡高产打下了基础。 此后，推广优良品种，开展高产竞赛，新划慈溪县的第三年一一

1957 年，全县 46.64万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 100.1 斤，成为全国第一批( 5个)亩产超过《一九五六

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n规定指标的县。 此后， 1958 年、 1960 年、 1963-

1970 年，慈溪棉花亩产皮棉保持在 100 斤以上，可谓稳产高产，并开始形成慈漠植棉经验， 一时

被誉为全国棉花生产的"红旗"县，在全国知名 o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向省内新棉区派遣慈模

植棉辅导员 。 1965 年，慈溪 49.34 万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 154.2 斤，成为高产典型。 1965 年冬到

1966 年春，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上海、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东、广

西 15 个省(市)先后向慈溪聘请植棉辅导员 1300 余名，慈溪植棉技术广为传播，慈溪棉花生产

在全国的知名度大为提高。

此后，慈溪棉花生产并非一帆风顺，是沉沉浮浮，但不论如何，至 20 世纪 80 年代，棉花生产始

终是慈溪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包括 80 年代中后期的棉区种植业结构改革)。 棉花生产不仅决

定着慈溪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更是直接影响着棉区农民的生活水准。

自 1954 年 10 月县境大调整至2014 年，整整一个甲子，慈溪的棉花生产就总体水平而言可以

概括为九个时期 :1955-1958 年是在前期恢复基础上的发展时期， 1959一1962 年是产量徘徊时

期， 1963-1970 年为持续增产时期， 1971一1977 年为连续低产时期， 1978一1984 年是回升发展

时期， 1985-1992 年是调整下行时期， 1993-1998 年为面积滑坡时期， 1999-2001 年是生产快

速衰落时期，2002-2014 年是产业走向一般化时期。 2014 年，慈瑛全市的植棉统计面积为 4.33

万亩。

慈溪棉花生产从漫长的历史和曾经的规模来衡量，可以说兴也悠悠，衰也快速。 无论如何，

在慈溪的历史上，棉花生产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三)

慈溪植棉历史悠久。 在长期的棉花生产实践中，慈溪棉农潜心技术探索，致力合理栽培，取

人之长、补己之短，日积月累、融会一体，逐渐形成了一套符合慈溪天时地利的棉花耕作栽培技

术，不断取得棉花优质高产 。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棉花生产的慈模经验更是在全国

享誉一时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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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棉花生产经验，既有前人的积累，又有后人的探索。 不甘人后，勇于夺冠，是慈溪人的先

天禀赋。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总结当时植棉经验，归结为 14 字，曰"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棵

肥塞" 。 每职都可以找到慈溪植棉的技术因子。

《农政全书·蚕桑广类·木棉 》 中有 5 处提到 "余姚"有 2 处提到"姚江" 。 如浙花出余姚，

中纺织，棉稍重， 二十而得七，吴下种，大都类此。 " "余姚海之人，种棉极勤，亦二三尺一棵，长枝

布叶，棵百余子。 收极早，亦亩得二三百斤 。 其为哇:广丈许，中高旁下。 哇间有沟，深广各二三

尺，秋叶落积沟中烂坏，冬则就沟中起生泥塞田 。 岁种蚕豆。至春，翻翠作噩，即地虚，行根极易，

又极深，则能久雨，能久旱，能大风。此皆稀种，故能肥;能肥，故多收。 " "故姚江之睦间有沟，最

良法。 " "姚江法全用草辈，加以生泥，棵间二尺 。 " "余姚亦早种棉，却先种蚕豆，转耕禾，奄覆之，

二法略同 。 " "余姚法，毒豆后，仍上生泥，泥不只去草热，亦令草少虫少。 "

《 农政全书 》 中提到的"余姚法" "姚江法"都是总结余姚植棉之"良法" (包括良种)，成为

徐光启总结 14 字植棉经验的重要根据。 而当时余姚植棉的"海之人以及海之地，今大多已归

属慈溪。 "余姚法"若不能直接称之为"慈溪法至少包含了"慈溪法" 。

慈溪先人，为形成植棉系统技术作出过贡献。

1954 年 10 月，慈溪县县域调整，开启慈溪集中产棉时期 。 慈溪棉区干部、群众在党和政府的

领导、支持下，改善生产条件，改进栽培技术，在传承先人植棉经验基础上，迅速形成慈溪新时期

的系统植棉技术，成为全国首批棉花亩产实现《 纲要 》 指标的县份之一。 此后，持之以恒地开展

植棉技术创新，不仅保持着植棉技术的地方性 、特色性，也保证了植棉技术的整体性、先进性。

慈溪棉花生产主要的生产经验和植棉技术可概括为:

大兴农田水利，改善生产条件。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修掘河道，排灌灵通，将棉田建设成为

旱涝保丰收的农田 。

实行冬夏间套，提高复种指数。完善春粮、棉花冬夏间套的种植制度，提高土壤产出率，实现

棉粮双丰收。

选用优良品种，建立良繁体系 。 根据棉花生产实际，筛选引进棉花优良品种，建立棉花良种

繁育体系，保持良种产量、品质优势。

立足以防为主，实行综合防治。 持续深化棉花病虫草害综合防治理念，不断优化棉田病虫草

害防治技术，有效控制主要病害、虫害的大面积发生。

宽行窄行配合， 注重合理密植。 引进、推广棉花宽窄行种植方式，根据棉花品种特性科学安

排密度，合理利用棉田空间，建立协调的群体生长。

实行深沟高旺，合理协调水肥。 针对天气等自然特点，选择适合慈溪天时地利的最佳耕作方

式;根据棉花生育进程合理调配肥水，发挥自然优势和能动优势。

注重早发稳长，防止贪青早衰。 注意把握棉花生育规律，抓住不同生育时期的主要矛盾，促

进棉花早发稳长不早衰，实现高产优质高效。

普及科技知识，应用新型技术 。 广泛开展技术培训和科技普及工作，大力推广地膜覆盖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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