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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吴村葡萄1990年年产量750万公斤。

童，全县小麦连续三年获得丰收。1989、199{)突g

史最高水平。

亳东北安点以往的茫茫烂碱滩，如今遍地是棉H



文水毋高．中、低产田乡r饰目

．一

④这是“111”工程高梁示范田。

呀 ⑤局领导正在研究工作。

⑥玉米中单7号亩均产量可达750公斤

⑦联合收割机还在抢收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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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来获国务院奖暨农业部奖的部分奖状照片

1989年获国务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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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获国务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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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获农牧渔业部奖 1989年获农业部奖 1980年获农业部奖

1989年获农业部奖 1990年获农业部奖 【990年获农业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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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这门古老的产业，养育了世世代代的人民，推动着社会

历史的前进。在漫长的岁月中，朝代几经更迭，社会多次变动，唯

独“民以食为天，．食自农业生"的定论却从未改变。可见，农业是

人类生存的产业，发展的产业，，因而也是基础的产业。为农业写

-。Z心-，通古而知今，明前而鉴后，实在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

转化，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一件要事，也是总结经验教训，

进一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农，建农、．强农的重要之举。

文水的农业，素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境内汾河．．文峪河、

磁窑河自北向南纵贯全县，吕梁山似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来自西

北的寒风，加之地平土厚，灌溉方便，这里很早就成为我们祖先休

养生息，建功立业的一块风水宝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

政府把水利当作农业的命脉，带领金县人民修水库，开渠道，凿机

井，建高灌，扩大灌溉面积，实行综合治理，千方百计改变农业生

产的基本条件，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这

里变得渠，林、路成网，机，电，井配套，农田排灌自如，实现了

旱，涝保收，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

善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责、权．．利的紧密结合，体现

了农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极大地推动

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靠政策，靠投入，最终还是靠科技发展农

业9多]1990年，粮，棉生产连续三次受国务院表彰，在我省也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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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粮、棉生产十强县的行列，这是文水农业战线的硕果，也是全县

人民的光荣。

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历来是衡量一个地区生产力水平的尺

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知识和信息正在成为新的生产

力，愈益产生着惊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文水人民

不忘自己是英雄故乡的人民，，总是要拼搏，要奋进，要做时代的强

者，要做科技兴农的先锋。他们敢于正视“人口增加，耕地减少，，

的现实，他们敢于面对“粮要增，棉要加，粮，棉争地"的矛盾，

他们的对策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捕捉市场信息，

提高经济效益。于是“吨粮田’’、 “双千田"等高效益农田不断增

加， “贸工农"逆向开发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文水这块古老的土

地，，正在科技兴农的实践中变新、变富、变自给自足为社会主义大

家庭发挥优势，互通有无。 ．

^+

：0这部《农业志》记述了文水农业的过去，文水农业的未来怎

么写?任重而道远，还赖全县人民和一切有识之士与我们同心同德，

奋力拼搏，扎扎实实，因地制宜，用自己的心血与汗水书写人类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农业志。

张实

1991年6月25日



凡 例

凡例p I-。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j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文水农业发展的历史

和现状。

二，本志的概述部分反映文水农业发展的粗略面貌。全志以大

事记为经，各专业篇为纬，经纬结合，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水县农业

发展的变化和取得的重大成就。 一

，

三，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之以记事本末体，记载了文水

县农业的重大变革和重大事件。

四，本志遵循“以事分类，横排竖写刀的方法，运用记、传、

图，表、录等体裁。结构和层次采用章、节，以下用一，二、三、

四、五等为序排列。
、

五、本志人物称谓直书姓名，，不加褒贬，官名地名一律以当时

的历史称谓记之。

六，本志上限力求追溯到事物之发端，下限截至1990年底。

七、本志纪年，从1949年起用公元纪年，历史年代均采用历代

纪年兼用括号注明公元的方法处理。记数一般使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地县档案馆及本局史料以及经

过核实的社会人士口碑。

九，本志使用的统计数据，．主要由文水县统计局提供，部分专

业数字，由业务单位提供9计量单位使用各个历史时期的通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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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十，本志除引文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



概 述

概述·1 ·

文水，因境内有文峪河故名。位于太原盆地西缘，吕梁山脉

东麓，境内西北高，东南低，呈倾斜不规则形状。全县总土地面积

1601753．5亩，占金省土地总面积的0．68％，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5．04％，居全区13个县的笫12位。境内山川兼备，自然条件优越。

西北部山峦重叠，连绵起伏，树木参天，植被茂盛，占总面积的

52．4％。最高处的大西沟岭，海拔2169．4米。东南部为平缓的倾斜

平原和冲积平原，一望无际，农业殷盛，面积762924．7亩，占总面

积的47．6％。最低处为徐家镇汾河畔上，海拔739．4米。全县东西

宽，南北窄，，呈狭长条带状。文峪河、磁窑河、汾河由北向南穿境而

过，成为平川十六个乡镇250309亩土地的排灌大动脉。由于水资源丰

富，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极为有利。，本县属灌溉用水区，地

下水可采模数约在15—35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年幅度之间。境内属

暖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年际变化较大，．四季差异明显。春季冷

热无常，温差较大，夏季天气炎热，雨量集中；秋季多雨易涝，降

温较快，冬季寒冷干燥，．风多雪少。‘年平均温度由西而东介于3—

11度之间。最热月为七月，月平均温度15—24度；最冷月为一月，月

平均温度零下13一零下5度。极端最高温度可达38度以上，极端最

低温度零下22度左右。无霜期随地势不同，介于200一180天左右。年

平均降雨量山区700多毫米，平原450毫米左右。境内土壤类型主要

有棕壤土，大部分布在海拔1600--1800米之间的森林地带，褐土分

布在海拔800一1600米之间的低山丘陵山问谷地；浅色草甸士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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