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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地区农业志》于1986年开始编纂，历时六年，三易

其稿，现在决定正式出版了。它的问世，是在上级地方志编委

指导下，编辑室同志的勤奋工作，特别是邀请农校、农科所、

水利局、农机局和农牧局系统有关业务技术骨干一道参加，共

同努力广泛征集资料、精心编纂的结果。

通览全书，我们可以从系统的资料中，得到许多规律性的

启示。大量资料表明：社会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同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经营体制的不同，对农业生产力

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农业生产条件，如良种、化肥、水利、农

机具、植物保护等的不断改善，对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是必

不可少的。
“

．

对照南阳悠久丰富的农业实践，尽管本书收编的资料还不

够齐全，编纂的系统性还不够强；但作为志书，它毕竟真实地

反映了南阳农业历史发展的一些轨迹。 “鉴前世之盛衰，知异

日之变革”，如果我们善于参考应用，它对今后我们南阳农业的

发展，肯定是会有一定裨益的。

潘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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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指导思

想，对建国以来重大问题的记述，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

二、时限：上限不限，下限1990年。遵详近略古原则，重

在记述建国以来区内农业生产的发展变化。

三，体裁：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分类志及附录四大体裁，

照片，图表穿插其中。

四、数字：参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公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五．计量：以1984年公布国务院《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

量单位的命令》为准；历史计量单位尽量换算为现行计量单位。

六，纪年：采用公元纪年，历史朝代年号用括号加注。年

代前未写世纪者，系指二十世纪。

七，简称：一些常用术语，首次出现使用全称，加括号注

明，以后使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加注以后

称“建国前后”等。 ．

八、数字出处：凡南阳行署统计局存有的，记载时一律据

以遵照；南阳行署统计局未存的，另注明出处。

九，专志范围：主要记载种植业。畜牧，蚕桑，另立有专

志，本志仅在概述，大事记、机构概略涉及，不专立章节。

十、人物：立传人物，遵生不立传原则。其他人物列简表

或名姓。

十一．文献收录：对地区内农业历史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地

方文献，一般采取全文照录或节录，不作删改。

十二，附录篇内容：主要记载归之无类的重要综合资料。

对有类可归的文献、调查、图表等，均列附有关章节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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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阳地区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辖南阳，南召，方城、社旗、

唐河、桐柏，新野，镇平、内乡，淅川、西峡十一县及南阳，

邓州二市。区境西邻陕西商洛，南接湖北襄樊。全区幅员26000

平方公里，形似巨掌，斜陈江汉平原北侧。伏牛山绵亘西北，

桐柏山盘琚东南。唐河，白河、丹江，湍河纵贯其中。北高南

低，形成一个向南倾斜的开阔盆地。

境内地势复杂，山峦，岗丘，平原各占三分之一。最高点

西峡鸡角尖海拔22 15米，最低点新野城南海拔77米。土壤以黄

棕壤土为主，砂姜黑土次之，另有棕壤、潮土，水稻土，紫色

土．石质土多个土类。气候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雨

量充沛，日照长，区域差大，适宜南北方多种作物生长。交通

昔为江淮至关中通道，今有焦枝铁路纵贯南北，素有贸易往来

之便。

南阳历代誉为中州粮仓。北宋王安石过唐州，盛赞南阳“僦

船与车，四鄙出谷”。全区盛产小麦，80年代以来，年产超过20

亿公斤，年调出5亿公斤以上；棉花优质誉满中外，1984年后

出I：1苏联、日本等7个国家和地区；芝麻面积占全国十分之一；

邓县烟叶历来为全国名优，西峡白肋烟是河南省唯一生产基地；

猕猴桃资源丰富，年产量300多万公斤；南阳黄牛为全国五大

品种之一；．柞丝产量占全省产量百分之七十以上；中药材山萸

肉，莘荑花闻名行销国内外。

农业历史，渊远流长。新石器时代，已有稻，麦、菽农作

物种植。春秋，已开始牛耕。战国，已在湍河建楚碣兴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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