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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啦 吞

《商丘地区农业机械志》是商丘地区农机系统的部门志。它是

在商丘地区地方志线爹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先后由原商丘地区农

机局、商丘地区农豆局和商丘地区农机管理总站组织力量，从l 982

年8月开始，断续经过一年X／＼介月的实际工作，于1 986年6月编

写成稿。

本志记述了商丘地区建国后从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到机械

化农具的发展过程；记述了农业机械化的管理、供应、培训、修理、

科研和安全监理各方面的工作状况；记述了农业机械化在本地区农

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在编写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力求做到实事求是，真实的反映本地区农机

战线广大职工和农民群众的作用，全面记述农机工作的经验教训，

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后人提供

借鉴。

本志分为概述、大事记、农机具发展．农机管理机构、农用拖

拉机经营管理体制及经济效益，农机供应、农机培训、农机修理、

农机科研与新技术推广、农机安全监理共10章33节。采用白话文、

记述体、横排纵写的结构，以志、记、图、表、 照片等形式编写

的。全志约l 9万字。本地区农业机械化事业是在建国后逐步发展起

来的，本志上限一般是从本地区开始使用的年份起，对解放前的旧

式农具，只作了简要记述，下限截止1 985#r蔗。本志的全区统计数

-7-，均是商丘地区现辖八舞《赢，蓟酱燃字。过去曾经归属商丘专
，



区管辖，现已划归其它地区的县，只在文字中作了记述，统计数字

没包括在内。本志统计数字，取自农机系统统计年报，农机系统统

计年报缺的年度，是统计部门的数字。

本志在编写方法上，采取统一拟定纲目、体例，按章节分工，

属于那个单位的工作范围，由那个单位收集资料，写出草稿。然

后，由编辑组查阅档案资料，进行个别采访、座谈，召开各县、市

《农机志》编写人员补充资料等多种方式，征集了近700万字的资料

写成初稿。对初稿经过按章节请各部门审查；召开各县(市)《农

机志》主编和农机战线老同志座谈会审查之后，修改为送审稿，经

地区农机志编志领导小组审查，报省农机局和商丘地区地方志总编

辑室审查定稿。

在编写中，全区农机战线广大职工、干部以及省、地、县档案

馆，各县(市)《农机志》编辑组等有关单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资

料。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辑组水平有限，加之农机管理机构变动频繁，资料失散

很多，难免有遗漏、错误之处，希望多多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

步修改订正。

商丘地区农机管理总站

农业机械志编辑组

一九九O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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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地区农机公司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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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地区农机公司北院门市都

哥丘地区农机化研究所办公奄

商丘地区农机化研。：所资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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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一)

商丘地区位于豫东平原东部，北与山东接壤，东南与安徽相连，西南及西部与本省

周口地区和开封市毗邻。东西长168公里，南北宽128公里，总面积为10326平方公里。

地理座标北纬33。43’"-34。52’，东径114。49’～116。39’。

全区现辖商丘市和永城、夏邑、虞城、商丘县、柘城、宁陵、睢县、民权九个县(市)，

198个乡(镇)。行署现设在商丘市。建国后1949年至1951年8月，商丘专署管辖夏邑，

虞城、商丘县、睢县、民权、宁陵、柘城和朱集市。1951年8月朱集市与商丘县城关镇改

设的商丘市合并，称商丘市。同年，增设谷熟办事处，后改置谷熟县。1952年1月永城

县由安徽划归商丘专区。同年淮阳专区撤销，太康，淮阳，鹿邑，郸城，沈丘，项城六

县归商丘专区。1954年谷熟县撤销，并入商丘、虞城两县，全区辖十四县一市。1958年

底，商丘专区与开封专区合并，称开封专区。1960年8月，睢县与宁陵县合并称睢县，

商丘市与商丘县合并称商丘市。1962年元月，开封专区分为开封、商丘两个专区，商丘

专区仍辖原十四县一市。1965年5月，商丘专区分为商丘、周口两个专区。商丘专区辖

现在的八县一市。1977年兰考县由开封地区划归商丘地区，1989年又归回开封地区。

全区交通方便，陇海铁路横贯民权、宁陵、商丘、虞城、夏邑五县。全区公路通车

里程2691公里，地方小铁路商丘——芒山通车里程94公里。

全区除永城县境内有小面积山丘外，地势基本平坦，海拔高度34一一70米，由西北

向东南微倾，坡降为1／5000一一l／7000，区域内有惠济河、涡河、大沙河、包河、沱

河、王引河，浍河等46条河道，皆属淮河水系。全区年水资源总量为27．82亿立方米，

其中，地表水、地下水等天然水22．58亿立方米，引黄水、入境水等外来水5．24亿立方

米，给发展农田灌溉提供了资源。

全区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其中，在作物生长的旺盛季节4～～10月份，

只照时数为1472．2一一1623．6小时。年平均降水量为652一一874毫米。年平均气温13．9

～一14．3摄氏度。全年无霜期212天，在作物生长活跃期211天内积温达4700摄氏度左

右，可以满足作物一年两熟的需要。

全区人口为614．97Y，其中农业人口为584．42万，乡村劳动力为265．57万，总耕地面积

为956．19万亩，其中：淤土有299．74万亩，占31．35％，两合土有243．12万亩，占25．43％，

沙土有289．59万亩，占30．3％，盐碱土有123．62万亩，占12．92％。这些土质都适于机

械耕作，主要农作物以粮、棉为主，小麦种植面积为600----800万亩，棉花种植面积为

100一一173万亩。此外，还有大豆、花生，芝麻、瓜、药材等经济作物。

1985年，农业获得全面丰收，农业总产值达211323万元，粮食总产48．65亿斤，棉

花总产13634万斤，全区森林覆盖率为13％，1984年成为全国首先实现农田林网化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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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乡镇企业：了=总产篮达8．898亿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197．5元，比1980年增长2．35

倍。

1985年工业生产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显著，工业总产值为97372万元，予算内企业

实现税利6523万元，上缴税利4446万元。机械工业有商丘机引农具厂、商丘油泵油咀

厂、商丘市力车厂、商丘市农业机械厂等已初具规模。生产的重型五铧犁、中型悬挂二

锋犁、大力牌650型力车、七时、八时步犁和油头、柱塞、出油阀三种偶件等行销省内

外。

总之，全区灾区面貌已经改变，商品经济正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正逐步提高，全

面开创新局面，约条件已经具备。

(二)

本地区农业机械化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

一、农业机械萌芽时期(1961----1955年)

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发展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减轻农民的劳动强

度，提高耕作质量，从1951年开始推广新式农具。先后推广的有五时步犁、七时步犁、

铡草机、耘锄、马拉收割机、双轮双铧犁、解放水车等畜力改良农具，提高了生产效

率，促进了互助合作化的发展。1955年全区步犁保有量达10442部，双轮双铧犁保有量

达6458'都，解放水车保有量达4885部。这个时期省民权国营垦荒队、民仅农场开始使用

拖拉机耕地和用康拜因收获小麦，全区多次组织拖拉机展览积耕地表演，开阔了人们的

跟界。

=、国营拖垃机站示范时期(1955一一1958年)。

本地区1955年5月，首先在商丘县李瓦房建立了第一个国营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然

后又在太囊、睢县、夏邑建立三个站到1958年全区拥有从苏联、波兰、东德、捷克等国

家进口的拖拉机74台，共3215马力，完成耕作任务65．74万亩。这个时期，各站都由县

级干部任站长，领导重视，规章制度严格，作业质量好，起到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

育，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示范作用。

三、社营拖拉机站时期(1958一一1962年)

1958年全区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原有四个国营拖拉机站先后下放人民公社经

营，变为社营拖拉机站。到1961年，全区社营拖拉机达到219台，7076马力。比19 58年

拖拉机增加将近二倍，但机耕面积却减少8．04万亩。1962年5月调查，全区59个社营

站，有20个站停发工资一至三个月，在1272名职工中，自动离职，请假不归，做小生

意，’坚决要求回家的达276人。这个时期受矗五风眵影响，农机管理不善，造成“三

率厅低，没能发挥农业机械的经营效益。

四、地方国营拖拉机站时期(1962一一1968年)
’

1962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全区社营拖拉机站全部收归地方国营，

每县建立一个国营拖拉机站，全区设立42个机耕队。到1967年，地方国营拖拉机站的拖

·2 。



抟机发展到259台，10686马力。比1962年增J]D97台，平均每年发展不足20台。这个时期

各种规章制度健全，管理严格，农业机械的‘‘三率舻高，经济效果著著。全区1966年拖

拉机作业量达到万亩标准台，亩成本为0．847元，但后期，因矗文化革命”的影响，规

章制度被破坏，1967年拖拉机标准台作业量又下降为5525亩，亩成本高达1．12元。

五、社队集体经营农业机械时期(1968一一1919年)

全国湖北农业机械化现场会提出农业机械化的搿三主黟方针以后，本地区1967年7

月，虞城县杜集公社首先自筹资金，购买东方红一一75、铁牛一一55拖拉机各一台，建立

第一个社营拖拉机站。1968年下半年，各县国营拖拉机站将拖拉饥逐步下放公社经营，全

区八个县建立122个社营站，同时，有些大队、生产队也开始自筹资金和使用贷款、扶

助款购买大、中型拖拉饥、柴油机和发电机组、电动机等农业机械。为了在1980年“基

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全区每年由国家拔给扶助社队购买农业机械的资金有几百万元，

1978年达到517．8万元。这个时期，农业机械的发展速度较快，到1978年底，全区农业

机械的总动力达到98．8万马力，比1968年增加16倍，其中：大、中型拖拉机达到2502台，

增加9倍，小型拖拉机达到4119台，增}]11234倍，柴油机达到51644台，增加15．5倍。但

因经营管理混乱，不讲经济核算，经营效益不显著，出现农机动力逐年增加，马力工作

量逐年减少，机耕面积多年停留在300--m400万亩的水平。

六、户营农机为主、多种经营形式并存时期(1979----1985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区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来集

体经营的农业机械，通过包机到人，作价归户，逐步变为个体户经营。农民有了生产自

主权，为了发展商品生产，开展多种经营，尽快富裕起来，联户和独户购买小型农业机

械的积极性逐步提高，1985年比1978年小型拖拉机增加4．36倍，平均每年发展3146台。

1985年净增加4768台。这个时期，联户和独户经营的农业机械，占总保有量的75—99％。

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有自用型，他们联户购买和独户购买手扶拖拉机等农

业机械的目的，是为了耕种好自己的责任田，一般每台小型拖拉机服务40一50亩耕地，

基本上不对外服务，有时为亲友搞点作业，也不收费。另一种是专业户经营型，其购买

的同的是通过自己操作机械，为无机农民进行耕、耙、播、灌、打场脱粒和运输等作业

收取作业费，使自己尽快的富裕起来。这些专业户经营的机械管理好，效益高，相对地

说能为国家节约原材料，有它的优越性。

(三)

本地区1985年底，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127．86万马力。平均7．5亩耕地拥有一马力。

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704台，1I．6l万马力，小型拖拉机26143台，31．34万马力，柴油

机41045台，47．85万马力，电动机43298台，折25．78万马力，农用汽车1069辆，9．69万

马力，其它农机动力1．35万马力。农业机械总值为22110．48万元。全区农业人口人均农

业机械投资38元。农业机械的经营形式以联户和独户为主：大、中型拖拉机联户经营的

有930台，独户经营的有1190台，两项占保有量的80％，小型拖拉机联户经营的有1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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