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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 巴中县志

抽调农业科、农技站、县农场技术人员及农高师生60余人，开展以水稻品种为中心的普查

鉴定工作，编写出《巴中县种子志》一书，印发各区、社。1971年，农技干部高开榜在东方红

公社试验棉花增温育苗、早育早栽新技术。1975年，抽调农技干部黄明全等前往海南岛开

展杂交水稻繁育制种。1977年，农技干部董元龙去湖北黄岗县学习引进温室育小苗、秧田

攻分蘖的水稻“两段育秧法”，1978年在曾口、三汇两公社大面积推广，1980年后普及全县

各社．1982年春，县农学会针对杂交稻制种产量低、年年到外地购种的状况，组织杂交稻

制种技术交流会，由学会理事黄明全主讲，各区、乡农技干部及制种专业户参加。当年，按

技术要领实施，全县5078亩制种田亩产达216．3斤，总产109．8万斤，不但扭转购种局

面，还向外地调出种子30万斤。1983年底，农村科技户发展到17500户，占全县总农户的

8．8％。其中县科协直接联系的30户，当年总收入20．83万元，人平1612元，比1982年增

长1．44倍；纯收入14．58万元，人平959元，比1982年增长1．07倍。雪山区上八庙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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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足见工业、商业经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十

分重要。《巴中地区志·经贸志>，记载着巴州、通江、南江、平昌一区三县人民，从

1913年到2000年近百年间，重点是全国解放以来，又特别是巴中地区成立的十年

嗄，从事工业生产和商贸经济活动的大事。大量史实证明，巴中的工业经济从解放

初期开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的“大炼钢铁”，六、七十年代的“工业学大庆”，

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九十年代的“深化改革”、“快上工业”、“积极发展第

二产业”。2000年初的“民营经济富市”，一路走来，有过创业的艰辛，也有过成功的

辉煌。商贸经济也从解放初期的“公私合营”、五十年代中、后期的国营百货独占天

下．六、七十年代的“凭票供应”的垄断经营，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承包经营”，

九十年代的“活跃商贸”、。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到如今比重、贡献越来越大，占居着

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实在值得记载书写!

记录历史进程，吸取经验教训，确立科学发展观，坚持“绿色经济强市、民营经

济富市、旅游经济新市”目标，推进“三个转变”，发展“三大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实现巴中新跨越，是我们写志的期盼。愿战斗在工业、商贸经济战线上的同仁

们，读史用志，发挥志书“存史、资政、教化”作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续写新志新

篇章!

巴中市经贸委主任何贻海

2004年5月28日



凡 例

．氏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力求以新观点、新方法编纂社会主义的新方志，达蓟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相统一o ，

二、本志上限视史料原则起自1913年，部分史料溯至明清；下限原则是2000年

撤地设市时止，但为将经贸委、贸易局合并之日记人，放地级机构断限至2001年3

月。县级机构有的延伸至2002年3月。

三．、本志篇目设置，以囊括资料、突出主体、便于查阅为基本要求；按行业特点，

分设<概述>、<大事记>、<机构组织>、<队伍建设>、<工业>、<商业贸易>、<管理>、<人

物)八大部分。“概述”为全志之纲，。大事记”为全志之经，各章节为全志之纬。

四、由于经贸委属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其内部资料不足以反映全地区(市)。大

经贸”状况，故资料来源广泛。1993年前的资料源于各县经贸委及<县志)；1993年

后的资料源于机关内部档案及统计局。所以在记述中，1993年凡收到资料的则样

记，未收到的则未记；1993年后的记述，以全社会。大经贸”为主，以系统内“小经贸”

为辅。前者可总览全区，后者可鸟瞰局部。 ，

．

五、本志综合运用记、志、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o<大事记>以时系事，以编

年体为主记述；“表、录”分用于各章、节之中。表的编号以章为单位排序，如一章一

表排为l一1，二章二表为2-．2，余表推之。

六、行文用现代汉语书面语，力求严谨朴实，简明流畅；据实记述，不加雕饰，寓

起伏盛衰，经验教训于史实记述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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