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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益阳市畜牧水产志》的问世，令人欣慰l

翦伯赞先生说过： “经济是历史的，旨骼，政治是历史的

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这部志，选材广泛而

真实，记述详略而近情，文字流畅，笔调轻松，堪为此类志

中之杰；是部有骨骼，血肉、灵魂而又形象生动，语言朴实

的通俗历史读物，具有较高的现实与历史价值。

曾受到马克思高度赞誉的美国人种学家摩尔根的人种学

说认为：人类在自己的历史长河中的食品，迄今己经历了三

个大阶段——野果野菜类、野兽野禽类、淀粉家备类。人为

动物灵，动物为人所食。由此可见，有人类在，必有渔牧业

在。渔牧业是个古老的行业，人皆爱之{又有惊人的现代成

果，入皆喜之。碗里饭好，桌上菜好，乃市民所望。我的希

冀，仅在于此；志的价值，亦在于此!

本志鸟瞰百年，涉足水陆，可见编辑及f{了定稿者的良苦

用心，还有许多为此而辛劳的人，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

意。

自然，此志非尽善美，瑕玉互居，在所难免，敬希读者

赐教。

益阳市肖牧水严局局长：彭荣

1988年12月22 F1



凡 例

一、本书分章、节、目、细目四个层次编写，细目以下

标题采用黑体字标记或分段记述。 。

二、本书1本裁以志为主，记、传、录并用，图表穿插其

中。除“大事记"用编年体外，其余各章采取事经时纬的记

述方法，以达到记事本末的目的。

三，本书原则上上限为1911年下限为1986年，个别事物

不受断限所制。

四，本书行文遵循当代志界的统一规范。

五、书中地理名称，历届职官，均用当时习惯称谓。古

地名加注今名。

六，本书资料来源，大部份为档案材料，少部份系编者

调查所获。经济数据以市统计局的资料为准，统计局没有的

以业务主管部门的为准，个别数据系调查综合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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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益阳市地处嗣庭湖南缘，资水尾闾，是益阳地区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湘中北的要埠。全市辖7乡、2镇、6

个街道办事处，总面积383．18平方公里，总人口37．461万。

益阳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无霜期长，严寒

期短；水资源丰富，可养殪的湖泊、池塘、水库、沟港等水

面多；天然和人工种植及加工饲料(包括饵料)品种繁多，

加上交通方便，劳力充裕，这些都为发展畜牧、水产业提供

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新中国建立以前，这里的当牧业以养j者为主，葬牛、养

衣次之，≥}有少量的乳牛、IlI羊、蜜蜂等生产。在畜禽品种

上，大多f』{外地引进，逐步形成了较为繁杂的饲养结构。新

中国建立姒后，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及党和政府关于发展畜

牧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落实，科!学饲养畜禽，改良品种等

先进技术得到了有效地应用。1953年，牲猪生产开始利用杂

交优势，采用宁乡猪作母本，中型约克夏猪作父本进行杂

交，至1972年初步育成了曾享誉全圜的“益阳自猪’’。自

1952年起，优良畜禽品种陆续从国内外引进，到1986年止，

先后共引进优良猪种10个、乳牛种3个，家禽种17个、兔种

3个，还有意大利蜂，等等。它丰富了本地畜禽品种，促进了

全市畜牧业的发展。益阳市的牲畜人工授精技术，是1959年

首先在牲猪配种上推广的，1982年又应，H在乳牛生产上。畜

禽的科学饲养、疫病防治等技术的应用，经历了由办点示范



到普及推广的过程。饲料加工，从1953年起，逐步采用了膏

贮、打浆、粉碎、醣化等办法。在畜禽的饲养上，1952年咀

后，推广了饲料稠喂，饲料干喂、混合饲料以及配合饲料养猪

等技术。畜禽的疫病防治通过开展“群防群治”，畜禽检

疫、肉品检验、防疫注射及适时治疗病畜等措施，有效地控

制了疫病的传播并杜绝了部份疫病的流行。

全市的畜禽生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牲猪为例，

1949年以前的养猪多以自给为主，发展缓慢。之后，随着养

猪政策和价值规律的要求呈波浪式发展状况。1957年，

19"64年布1981年，党的政策对农民发展牲猪有利，牲猪生产

发展很快。牲猪饲养量1957年达到0．77万头，1964年达到

2．05万头，1981年达到2．79万头，人平分别达到2．19头，

1．2头，I．39块。1981年还涌现了不少养猪大户和重点村。

养猪最多的农户年饲养量达101头。最多的村从1981年起至

1986年止，连续6年过万头，人平迭9头。相反，1961年，实行

禁止私人养猪的政策，1970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私人多

养猪也列入在割范围，这两年的牲猪年饲养量分别下降到了

1．77万头和1．78万头，人平仅0．45头和0．92头。连当时已确

认为较好品种的“益阳白猪”，在育种的关键时刻，因得不

到重视和支持，缺少育种经费和场地而未能最后定型和推广

应用。牲猪生产如此，其他畜禽生产也叉口此。养鸡、养鸭，

养兔曾出现过“涨潮"，但也出现几年落潮。

水产生产上，全市天然鱼类有9目，2l科，47属，80多种。

1949年前的水产生产，主要靠天然资源，人工捕捞。即使有

人工养殖也是“人放天养"，且数跫少，产量低。之后，水产

事业发展很快，除人工捕捞外，还逐步发展了人工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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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捞江河鱼苗修池发，花培育苗种养殖。1965年，人工孵

化鱼篷繁殖鲢鱼成功。1965年至1986年，人工繁育成功的鱼

类有10多种，加上引进10多个国内外优良品种，丰富了鱼类

资源，促进了渔业生产。随着人工繁殖和引进品种成功，养

殖水面迅速扩展，咸鱼产量成倍增加。1950年，全市养殖水面

仅i00亩，成鱼总产量为2500公斤。1986年，养殖水面达32600

亩(其中精养池3886亩)，成鱼产量达到943吨。渔业生产

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江河捕捞为主，辅以少量养殖，转到

了以人工养殖为主，江河捕捞为辅。1980年以后，这种变革

继续深化，即在人工养殖中除注意抓好大水面养殖外，还把

重点放在扩大精养水面，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

畜牧水产科技工作在建市以后不断获得加强。30多年来．

先后进行了良种繁育，杂交改良、疫病防治等试验、示范，

推广、培训，开展了系统的贫禽疫病普查和养殖水面普查，

进行了畜牧业、水产业的区划。特别是1980年实行改革开放

政策以后，开展技术承包；}=技术咨询服务，进一步发挥了科

学技术的作用，有效地提高了畜牧水严的生产水平衣经济效

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与完善，益阳市的畜牧水产

业．一定能为全市人民提供更多的优良副食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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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51正

6月 益阳市人民政府民政科开始配备畜牧兽医专业技

术人员从事召禽疫病防治工作。

成立市屠宰场。

开始牲畜宰前检疫和宰后肉品检验工作。

1952焦

3月 开始牛瘟防疫注射。

4月 汽车路上酋河岸发现牛炭瘟病，死牛I头。

三重塘乡贺光村村民开始江河捞莳，修池发花，

培育鱼种。

9月 将军庙郭大长粉厂发现牛炭百i病，死牛1头。

市公私合营畜牧场成立。

12月 引进中型约克夏种猪、澳洲黑鸡。

1953正

1月 市人民政府家畜保育站成立。，

市老废牛屠宰场成立。

开始生猪杂交改良。

2月 市牲畜交易所成立，开始牲畜交易检疫。

3月 引进北京鸭
‘

开始猪丹毒、猪瘟结晶紫，牛炭疽防疫注射。

4月 开始狂犬病防疫注射。

5月 引进来航鸡。

‘



9月 开始牛出败防疫注射。

loft 推广青贮饲料。

11Y1 市公营乳牛场成立。

1954焦

3月 引进狮头鹅和红苋菜种。

1955正

了月 引进更西牛。

lOY] 引进荷兰牛。

市公营乳牛场并入益阳市公私合营畜牧场。

1956年

4月 生产大兔猪瘟淋8卑菌。

6月 “益阳白猪”在常德地区畜牧兽医先进代表会上

展出，并获奖。

市渔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9月 开始乳牛杂交改良。

1957年

3月

4月

6月

3月

4月

亡赔偿)。

lOft

11月

乡、街道中兽医联合诊所成：苞。

开始猪肺疫防疫注射。

引进水浮莲种。

1958钷

引进朝鲜牛皮菜种。

实行牲猪防疫“三包”(包防疫、包治疗、包死

开始耕牛合同保健。

开始平锅奶粉生产。．

引进安哥拉兔。

，



1959年

3月 城内永丰三队猪场发现氰氧酸中毒，死猪6头，

4月 推广打浆饲料和牲猪人工授精。

8月 引进山东大白菜种。
’

10)1 市渔业生产合作社撑篙队在资江自鹿湾处捕获l

尾中华鲟鱼．重109公斤。

19；63矩

12月 市兽医检疫站(公办民营)和市畜牧兽医工作者

协会成立。

市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JinX,畜牧兽医人员管

理、．屠宰管理和牲告检疫几项规定的布告》。

1964钜

1月 国营市秀峰湖养殖场成立。

4月 市公私合营畜牧场改为益阳市畜牧场。

5月 推广醣化饲料、生饲料养猪和干饲料养猪。

9月 引进上海白猪。

1965焦

5月 国营秀峰湖养殖场首次获得鲢鱼人工繁殖成功。

1966正

3月 首次成功试制兔化猪瘟乳兔组织苗霜’大兔组织

苗。

1967年

4月 引进革命草。

1969年

5月 引进团头鲂，红鲤、散磷镜鲤、红鲫鱼类。

1971年

I



3月 引进象草和银￡固鱼。

10月 湖南省农业厅拨款4万元培育“益阳自猪"。

1972焦

5月 沅益黄家湖渔场转为国营渔场。开始在金花湖公

社金花湖大队渔场成鱼塘使用增氧机。

9月 “益阳白猪”在全国第二次猪的育种工作会议上

定为全国三个育成品种中之一。

“六号病”鼠化苗试制成功。

1973年

3月 引进聚合草。

4月 引进苏丹草。

6月 引进莫桑鼻给罗非鱼。

7月 “益阳白猪"育种方法和育种方案被选作湖南农

学院畜牧兽医系“家畜遗传与育种"教材。

19'75正

东方红养殖场成鱼最高亩产7,31公斤，创历史最高记录。

1977年

4月 引进康宁西鸡。

5月 引进东北银鲫。

1978正

2月 开始推广乳牛人工授精。

3月 引进白洛克坞。

5月 开展畜禽疫病普查。

9月 市机械化养鸡场成立。

市东方红养殖场划归益阳市城建局管辖。

12f] 市农学会畜牧水产学组成立。



1980年

3月 猪丹毒、猪肺疫鸭胚二联苗试制成功。

4月 引进星布罗鸡。

开展水面普查。

6月 市产中猪开始外贸出口。

开始炼乳生产。

12月 首次评定科技人员技术职称，全市晋升水产工程

师1名，助理畜牧兽医师1名。

1981年

4月 引进仙居鸡。
’

开展乳牛结核病普查和成鱼高产技术承包。

5月 引进荚蓉鲤。

9月24日《中国农民报》报道科技干部与农户组成联合

体，大搞咸鱼高产试验，亩产达750公斤。

10月 开展畜牧业、水产业区划。

11月 引进大型约克夏猪。

1982年

2月 推广黄健白养猪法。

3月 全面推广成鱼养殖技术承包。

4月 奶粉生产实现机械化。

5月 开展“五号病”防疫注射。

了月 网箱养殖罗非鱼成功，折合亩产鲜鱼2000公斤。

9月 推广乳牛冷冻精液配种。

市家畜疫病防治检疫站成立(全民带集体)。

1983年

2月 推广混合饲料养猪。

J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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