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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d窖
丽 雷

盛世修志，代有所闻。但旧志书，皆重人文轻经济。余杭县始置

于秦代，据良渚出土文物考证，早在距今约5000,---,4200年的新石器时

代，就有氏族居集和原始农业，但所有农业史料，竟如凤毛麟角。如

何将前人的业绩，特别是建国后农业生产的成就和挫折，忠实地记载

下来，以鉴古知今，兴利除弊，达到发展农业生产，振兴余杭经济的

目的，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幸逢余杭县委决定编纂《余杭县志》，

使我们的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两年多来，由于农业局诸领导的高

度重视与精心组织，编纂成员和编委的日夜操劳，县志办公室诸同志

的具体指导，终于在编写《(余杭县志)·农业篇》所收集资料的基础

上，本着通贯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扩大成果，数易其稿，单独编

成《余杭县农业志》o

《余杭县农业志》的付印，弥补了本县农业志书的空白，但由于我

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

正。

方鸿鑫

】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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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例

1．本志所记述的内容，限于现今县农业局所属的系统，不包括县农场管理局所属的农场

企业等部分(但其有关产量、产值，包括在全县统计值内)，也不包括林业、渔业，同样缘由，

农副产品的经销、加工、贮运等也未能涉及。因此，作为专志，是不够完整的，严格说，是

本部门志。

2．本志记叙的上限，依事物的发展及巳搜集的真实历史材料而定，一般为民国初年(公

元1912年)以泰，T限至1985年。本着纵贯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取事重点放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

为记述的方便，本志中“建国前竹、。建国后?的提法，均为简称，即分别指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后。

3·县境区域在历史上屡有变动，本志取事一般P．／1961年后划定的现行县域为限，个别

章节，出于史实的需要，也有按当时的县域记述。

4．对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本志均按当时习惯称呼。

5·关于纪元及数字等的书写，按中宣部新闻局、国家出版局1987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6．各项数据，一般均用本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数字。建国后

的农业产值，均巳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过。

7·正文共3篇，20章、801节，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记述。随文配以必要的表、图、照

片和附录。

8·资料来源于·《中国实业志·浙江省》、《工商半月刊》、《余杭县志》(清·嘉庆)、((杭

县志稿》、Ⅸ塘栖志》、<(临平记》、余杭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县档案馆库藏资料，本局历年

档案和调查资料等；部分为口碑资料。引用的文献资料，均在文字记述中作了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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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蝗 虫⋯⋯⋯⋯⋯⋯⋯⋯⋯⋯⋯⋯⋯⋯⋯⋯⋯⋯⋯⋯⋯⋯⋯(148)

々 2．粘 虫⋯⋯⋯⋯⋯⋯⋯⋯⋯⋯⋯⋯⋯⋯⋯⋯⋯⋯⋯⋯⋯⋯⋯(148)

3．螟 虫⋯⋯⋯⋯⋯⋯⋯⋯⋯⋯⋯⋯⋯⋯⋯⋯⋯⋯⋯⋯⋯⋯⋯(148)

4．稻纵卷叶螟和稻苞虫⋯⋯⋯⋯⋯⋯⋯⋯⋯⋯⋯⋯⋯⋯⋯⋯⋯⋯(150)

5．黑尾叶蝉⋯⋯⋯⋯·⋯⋯⋯⋯⋯⋯⋯⋯⋯⋯⋯⋯⋯⋯⋯⋯⋯⋯··(151)

6．褐稻虱⋯⋯⋯⋯⋯⋯⋯⋯⋯⋯⋯⋯⋯⋯⋯⋯⋯⋯⋯⋯⋯⋯⋯(152)

7．稻瘟病⋯⋯⋯⋯⋯⋯⋯⋯⋯⋯⋯⋯⋯⋯⋯⋯⋯⋯⋯⋯⋯⋯⋯(152)

8．纹枯病⋯⋯⋯⋯⋯⋯⋯⋯⋯⋯⋯⋯⋯⋯⋯⋯⋯⋯⋯⋯⋯⋯⋯(154)

9．自叶桔病⋯⋯⋯⋯⋯⋯⋯⋯⋯⋯⋯⋯⋯⋯⋯⋯⋯⋯⋯⋯⋯⋯⋯(154)

lo．病毒病⋯⋯⋯⋯⋯⋯⋯⋯⋯⋯⋯⋯⋯⋯⋯⋯⋯⋯⋯⋯⋯⋯⋯(155)

11．赤霉病⋯⋯⋯⋯⋯⋯⋯⋯⋯⋯⋯⋯⋯⋯⋯⋯⋯⋯⋯⋯⋯⋯⋯(156)

12．油菜病虫害⋯⋯⋯⋯⋯⋯⋯⋯⋯⋯⋯⋯⋯⋯⋯⋯⋯⋯⋯⋯⋯·“(156)

第二节植保组织⋯⋯⋯⋯⋯⋯⋯⋯⋯⋯⋯⋯⋯⋯⋯⋯⋯⋯⋯⋯⋯⋯⋯⋯⋯(156)

一、县 级⋯⋯⋯⋯⋯⋯⋯⋯⋯⋯⋯⋯⋯⋯⋯⋯⋯⋯⋯⋯⋯⋯⋯⋯⋯(156)

(一)县病虫测报站⋯⋯⋯⋯⋯··⋯⋯⋯⋯⋯⋯⋯⋯⋯⋯⋯⋯⋯⋯·(157)

(二)县植物检疫站⋯⋯⋯⋯⋯⋯⋯⋯⋯⋯⋯⋯⋯⋯⋯⋯·⋯⋯⋯“(157)

二、区 级⋯⋯⋯⋯⋯⋯⋯⋯⋯⋯⋯⋯⋯⋯⋯⋯⋯⋯⋯⋯⋯⋯⋯⋯⋯(158)

兰、乡村级⋯⋯⋯⋯⋯⋯⋯⋯⋯⋯⋯⋯⋯⋯⋯⋯⋯⋯⋯⋯⋯⋯⋯⋯⋯(158)

第三节。病虫害防治⋯⋯⋯⋯⋯⋯⋯⋯⋯⋯⋯⋯⋯⋯⋯⋯⋯⋯⋯⋯⋯⋯⋯⋯(159)

一、人工防治⋯⋯⋯⋯⋯⋯⋯⋯⋯⋯⋯⋯⋯⋯⋯⋯⋯⋯⋯⋯⋯⋯⋯⋯⋯(159)

二、物理防治⋯⋯⋯⋯⋯⋯‰⋯⋯⋯⋯⋯⋯⋯⋯⋯⋯⋯⋯⋯⋯⋯⋯⋯⋯(161)

三、化学防治(药剂防治)⋯⋯⋯⋯⋯⋯⋯⋯⋯⋯⋯⋯⋯⋯⋯⋯“⋯⋯⋯(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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