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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济宁市农机志》问世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

系统反映济宁农具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新志书，也是我市

农机事业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工程，值得庆贺。

《济宁市农机志》自1983年开始编纂以来，广大志书工

作者以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广征资料，存真求

实，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呕廿载之心血，终成宏篇。该书

以翔实的图片资料、朴实的文字表述，回顾展示了济宁农

具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历史，既融思想性、科学性和时代

性于一体，又突出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必将起到资政、存

史和教育启迪的作用。

农机具发展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简史。农具作为人

类在征服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最早出现和使用的生产工具，

是生产力的载体。济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古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人类始祖神农氏和伏羲氏曾在此

播下农耕文明的火种。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勤劳智慧的

济宁先民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业绩。我市新石器文化遗

址考古发现，早在五六千年前济宁的先民们就已学会了农

耕和畜牧，过上了“耕而食，织而衣”的生活。嘉祥武氏祠

汉画像石刻中的神农氏执耒图，形象地再现了先民们从事

农耕生活的场景。近代农耕实践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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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农机具的不断涌现，清代济宁人焦秉贞绘制的《耕织图》，

详细介绍了古代和近代各种农具和农家生活用具，基本反

映了近代农具发展的水平。建国后为尽快恢复振兴农业，

历届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机具的改良和推广。自1954年

引进第一台拖拉机开始，济宁农机事业由小到大，由弱到

强，不断发展壮大。截止2003年底，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

604．5万千瓦，农用拖拉机8．38万台，机引配套农具达15．2

万台(件)，农业机械总值达到36亿元，农业灌溉、运输、植

保、粮食加工和小麦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农业机械化

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农业科技进步，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推动我市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对于保证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

用。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探索总结农具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历史

及其规律，对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希望广大农业工作者特别是农机工作者，认真

阅读这部志书，全面了解和掌握济宁农具和农业机械化发

展的历程，以古鉴今，继往开来，为发展济宁农机事业、振

兴济宁经济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济宁市副市长侈纺纵
二oo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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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本着尊重历史、求实存真、详今

略古的原则，记述济宁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

达“资政、教育、存史”的目的。

二、记述时间，上限起自1840年，下限断至2002年底，

个别项目根据内容需要，适当上溯和下延。

三、记述范围，原则上以2002年行政区划为准，个别历

史事件为了说明当时原貌，则按当时的行政区域记述。

四、体例，采取记、述、志、录、表、图等体裁，横分门类，

依时竖写。前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篇章分自然和

社会经济环境、农具、农业机械化、农机管理、农机安全监

理、农机科研与推广、农机教育培训、农机维修与供应等八

篇二十三章；后设农机英模录、附录和编后记。

五、行文为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适当穿插图、表，力

求言简意赅，一般不作注释。

六、本志采用的有关统计资料，均以济宁市统计局公

布的资料为准，其中没有的数字则以济宁市农机局的档案

资料为准。

七、计量单位，原则上以法定计量单位为准，有些记述



2 凡 例

使用当时的习惯用法。

八、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名称，均用当时称谓。

九、本志所称“农机具99 9指的是农业机械和农具。

十、因业务管理范围所限，本志不包括林业、水利、牧

业、渔业等方面的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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