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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沼气晓惋炒菜，省辈可恒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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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沼气文艺宜传队在江苏电穗台演出后，

李维(第二排右五)等接见留影。

外宾在青龙9桐家村参观沼气池集中供气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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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气是一些有机物质经过某些细菌的生命活动，发酵而产生的一

种气体燃料，对解决农村缺柴，增加有机肥料，改善环境卫生等都有

重要的作用。农村兴办沼气，不仅关系到农民生产和生活，而且关系

到保持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将为实现农

业现代化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

我县的沼气建设事业，自一九七四年开始由试验示范进入到全面
^

推开，然后转入有计划地成片推广，稳步发展。在上级党和政府的关

怀、支持下，我县农村办沼气发展迅猛，大量建造了供农民家庭生活用

气的小沼气池。还集体兴建了一批提供动力能源的中型沼气池，从生

活利用逐步扩展到生产领域。这是我县农村燃料史上的一场革命，其

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武进县沼气志》是在我县的沼气事业由大发展转向成片推广、

稳步发展的转折关头编写的，它记叙了办沼气的经验和教训；搜集了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我县群众办沼气从探索、试验、示范、全面推广到

稳步发展的主要史实，以供后人借鉴。
^

向为本志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

书中疏漏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武进县沼气志》编写组

一九八八年十月



出 版说 明

一、本志纲目按章、节、目的层次排列．

二、本志断限，上起公元一九五七年，下迄一九八八年。个别重

要史实截至初稿搁笔止。

三、本志对建制称谓。县级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称“武进县

人民委员会”；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八一年称埘武进县革命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八年称“武进县人民政府”．乡及乡以下单位，

一九五八年，称“乡、行政村、自然村”；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八三年
●

称“公社、大队、生产队玎，一九八三年九月以后称“乡、村、组"．

四、本志遵循“近详远略”原则，以时为经，以事为纬。

五、本志基本上以事命题，采用纪事本末体编写，年月日一律用

中文数字记述。

六、资料来源。 “领导人指示”摘自《全国沼气办公室主任会议

有关文件资料汇编》、《关于大办沼气的学习材料》， “史实资料"

大部分摘自县沼办主编的《沼气动态》，《沼气资料》，及县沼气办公

室档案资料，少数系采访的口述资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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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武进县地处沪宁铁路中段，京杭运河下游，北临长江，南濒太、

涌两湖，环抱常州市区，为长江下游冲积平原，属上海经济区，县境

内地势平坦，河道纵横，是素以盛产稻麦著称的农业县。

全县总人口一百三十一万五千五百人，其中农业人口一百二十三

万三千人，耕地总面积一百四十二万九千三百亩，其中水稻田一百二

十七万八千八百亩。由于人多地少，多数农户一直存在着缺乏烧草的

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怀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

活，在解决农村缺烧草问题上，也是费尽心机，除了从工业用煤中调

剂一部分用作农民生活用煤外，还从节约、代用等方面挖潜力、找出

路。我县群众办沼气，就是从解决农村短缺烧草过程中逐步摸索发展

起来的，大致可分探索开发、试点大办、整顿提高、稳步发展四个阶

段．

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四年上半年为探索开发阶段。在这个时期

内，先从推广少费工料、容易办到的省草灶入手，这对缓和农村缺烧

草的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省草灶毕竟还得用草，它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农村缺草问题。一九五七年我县奔牛区小河乡有人无意中发现池塘

中冒出的沼气能着火，遂引起利用沼气的动机。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对利用沼气“这要好好地推广”的指示，引

起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在县商业局设置办公室，组织专人收集

池塘冒出的沼气，作烧水、煮饭、点灯等试验。当年十月，镇江地区

在宜兴召开现场会议后，正式开始建池试验，人工制取沼气，获得成

功，揭开了我县制取和利用沼气的序幕。

一九七四年九月至一九七八年为试点大办阶段，全县掀起大办沼

气高潮。在此期间，武进县革命委员会提出“广造舆论、典型引路、

领导带头、政策落实、具体问题正确解决”的沼气建设方针和《关于



办好沼气若干政策的意见》，至一九七八年末，全县建沼气池九十万

多个，坂上公社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间基本实现沼气化，成为镇江地

区第一个实现沼气化的公社。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的四年，为“整顿提高”阶段。全县认

真贯彻了第三次全国沼气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了“加强领导、整顿队

伍、以管为主、全面配套、修理病池、改造老池、坚持质量、积极发

展”的工作方针，四年内新建沼气池一万五千五百五十只，占累计建

池数的百分之十三点九；改造老池八千一百零一只；修复病池二万九

千二百二十六只。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为“稳步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中央召

开了全国沼气办公室主任会议。会上提出了“加强领导：积极推广，

成片发展，稳步前进”的沼气建设方针，我县遵循这一方针、五年内

建池九千一百四十五只。

一九八七年三月，武进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二次沼气工作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开展沼气工作竞赛的

意见》，至一九八七年末，全县累计新建沼气池十一万五千只。改造

老池一万五千二百六十八只，修复病池四万二千三百五十二只。因开

河、修路、住房搬迁、质量不高等原因报废四万零六百四十七只，实

用沼气池七万零零七十二只。其中土池三万四千零二十四只，砖结

构池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只，混凝土池二千三百九十八只。

农村兴办沼气，利用沼气，做到了“一气带三料”：首先是解决

燃料，使缺烧草的农户度过“等柴举炊”、 “锅上不愁锅下愁”的难

关，结束了靠以粮换煤、拣煤渣、拾树柴、樵荒草过日子的情景。不

少缺草户变成余草户；其次是增加了大量肥料，建池户不仅增多了还

田草，同时增积了数量多的沼气池粪肥，这些肥料下田后，逐步改良

了土壤，增强了肥力，构成我县农业增产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九八七

年，我县粮食总产达十五亿零五百多万斤，比办沼气前的一九七四年，

增产一亿六千多万斤。其中：三麦平均亩产由一九七四年的二百九十

一斤上升到一九八七年的三百八十二斤，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二。水

稻亩产由六百三十五斤提高到一千零二十六斤，增长百分之六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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