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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写县农机局的史志材料，目的是为续修的《南部县志》提供全面翔

实客观公正的资料，为社会各界了解南部农机事业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

这次续编的《南部县农机志》是根据《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和中

共南充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充市地方志工作2010年目标规划纲

要)的通知》要求以及南部县南委发(2004)72号、南府发(2004)216号

文件精神编写的，是《南部县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在县委、县政府

的领导下，县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完成的。

本志是我县关于农业机械化事业和工作方面的实况记录，记叙了我县

1990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这15年间农业机械管理、使用、制造、

修理、供应、培训、科研、推广、安全监理等的历史及现状，是研究农机化

发展进程、农机化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书籍，是农机

化事业的发展及其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资料。它立足现实，反映过去，展望

未来，对指导当前和今后农机化工作，提供现实依据和历史借鉴，它将增强

全县人民和农机工作者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信心，激励全县人民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建设和谐南部，实现农业现代化奋发工作，它将服务于经济建设，

发挥“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本志，在编写中，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的高度统一，遵循“详今略古，古为今用，承先启后，立足当

代，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原则，秉笔直书，言之有据，采取横排纵写，

事以类记，按时记叙的方法，以农业服务为重点内容编写，内容包括大事记、

机构沿革、耕作机械、收获机械、植保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排灌机械、

运输机械、半机械化农具和其它农用机具、机播机收服务、农机监理和安全

管理、农机技术培训、农机行政执法、村道公路建设、农机企业和农机化服

务体系建设等各方面的资料的考证和编纂。



本志于2005年1月开始筹备，成立《农机志》编写领导小组，确定专

职人员，初拟纲目，2005年5月确定编辑人员，经过几次修订，广泛搜集资

料，专人编写，在反复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形成初稿，于2005年12月送审。

编写《农机志》，由于时间短，资料不齐，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因

此，漏说难免，望读者诸君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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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断限时间：上限断自1990年，下限断至2004年。略追溯解

放以来不同时期农机发展情况，农机构造、特点及使用。

二、本志资料来源：一是查阅县档案馆、统计局及本局现存档案资料

共410卷，二是外调、查证资料(包括数字资料)；三是座谈、走访老职工

60人次的口碑资料；四是有关的文献资料(包括文件、简报、报刊、照片等)。

前后共摘录文字和I=l碑资料1720页4l万字，文献资料90份850页45余万

字。

三、本志以农业机械化发展及应用、经营管理服务为重点，按篇、章

分类排列，以序言、凡例、大事记、概述、正文为顺序。共1l篇37章 和

附录，约20万字。

四、本志共附图片19份，照片15幅，表格37份，分别随文列入有关

章节。



概述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县农业机械经历了由艰苦创业

到初具规模的发展过程。

1960年元月成立了南部县农机局，组织指导农机具生产、科研、试制。

后因国民经济调整，与县工业局合并，1961年3月成立县农业机械管理站。

负责提灌机械管理、兴建、配套、农机具分配、调拨、推广、使用、培训等

工作。文革期间处于瘫痪状态。到1971年12月31日成立了南部县农机局，

直至1984年3月，在行政机构改革中改为农机化管理服务公司，属局级单位，

仍担负政府职能，行使原农机局的职权，下属单位隶属不变。

1991年7月，恢复“南部县农业机械局”，列为政府行政局，至1994

年，历次机构改革先后将农机局改为“农机化管理服务公司”、“农机总公司”、

保留“农机局”牌子行使行政、服务、经营三重职能，是一个机构、三块牌

子、一套班子。农业的出路：一是靠政策；二是靠科技；三是靠投入。农机

是科技兴农的重要内容之一。几十年来，全县农业机械化始终坚持了“农业

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至1985年全县机耕5955亩，占农耕总面积的0．6％，

机脱12．47万亩，占稻麦面积的16％，机械喷雾(喷粉)防治病中害94009

亩，占农耕总面积的9．7％，饲料粉碎6640万斤，农副产品加工27485万斤，

运输2771万吨公里，基本上实现了提灌、脱粒、植保、粮棉油农副产品加工

的农机化、半机械化。

1985年至1996年，农机事业进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

期，政府计划经济管理手段逐渐减弱，区乡镇农机站进入“以农为主，综合

经营”的服务与效益并重的发展阶段，全县12个区农机站87个乡镇农机站

均兴办了农机加油站(点)、农机零配件销售门市部等经济实体。1990年，

乡镇农机站实现总收入404．3万元，总利润13．9万元，12个区农机站销售收

入434万元，实现利润13．3万元。

在1985年至1996年lO余年间，农机局做好了农用柴油的“分、管、



供、用、节”工作。

农用柴油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国家对农业的重要投入之一，也是加

强农机为农业服务的重要手段。工作中，我们认真贯彻国家计委提出的“保

证重点、控制消费、合理分配、节约用油”的方针和农业部提出的“确保重

点、统筹兼顾、强化管理、节约挖潜”的原则，使有限的农用柴油，既基本

保证了县委、县府农业这个重点，又统筹兼顾了方方面面，为我县农业抗旱

增产、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为人民生活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1990年地区

分配给我县农用柴油指标2294吨(其中扶贫150吨，救灾108吨)，分配到

区用于机灌837．2吨，机耕69．7吨，推广与技改71．1吨，口粮加工及农业运

输598吨，升钟水库配套工程46吨，中低产田土改造15吨，乡镇企业130

吨，县级单位(属供应范围)74．3吨，县上统筹安排(留计委)340吨，补

粮挂油22吨，其它作业90．7吨。粮食挂钩柴油555吨(县上统筹安排200

吨)，按县府决定实行“平转补差”的办法，由农机部门按每吨柴油补差价

700元如数交付县粮食部门，粮食部门在收粮时兑现给售粮农户。为了缓解

农用柴油的供需矛盾，满足工农业生产的急需，各区、乡农机站千方百计组

织议价柴油884吨，汽油181吨，润滑油95吨。坚持分配原则，严格指标管

理，认真执行物价政策，理顺区、乡管理制度，是我们油料工作的重点。县

局成立了油料分配领导小组，负责指标把关和与有关部门协调工作，具体业

务由局管理股办理。区农机站按县局分配文件通知，提出分配方案报区公所

审批后实施，并由站长、会计、机务三人实行“管、办、审”的办法各司其

职、互相监督。乡(镇)农机站的油料管理则实行“帐、卡、证”的制度，

由站长根据区上的分配数主持拟定方案，报乡政府审批，落实到机台，并按

季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这样做，基本克服了油料分、管、供、用、节

中混乱不清的现象，真正把农用柴油用到了农业生产这个重点上，为切实抓

好农吊柴油的“分、管、供、用、节”一条龙工作，全县已有一支200多入

的油料管理队伍，县局每年都对他们分期分批地进行油料供应范围、分配原

则、物价政策、合法经营、油料储运安全等专业知识的培训，同时建立各项



岗位责任制，进行达标考核。从而使我县农用柴油的“分、管、供、用、节”

工作，各级领导基本放心，广大群众基本满意。

1996年，机构改革中，农机局更名为“南部县农业机械事业局”，列入

政府直属事业局。农用柴油、成品油并入南部县石油公司统一管理，取消了

计划油，油料供应一律实行市场价格，根据农业部、中央、省市县文件，农

机局从经贸系统、工交部、归口农委口管理，乡镇农机站被确定为国家在基

层的事业单位，自收自支，自负盈亏。区农机站实行财政定额包干补贴，属

“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县水泵厂、气门座圈厂

划归县经贸局管理。

1996年至2004年，农机事业进入企业破产改制向纯管理型转变的发展

时期，2002年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农机局更名为“南部县农业机械事业管理

局”，增加了村道公路建设职能o 2000年，南委(2000)51号文件明确：“乡

镇农机站人财物归当地政府管理为主，县局只是对乡镇农机站进行业务指

导”，2001年，全县区农机站转制为企业，2003年南委(2003)75号文件将

全县乡镇农机站整体转制为企业。

几十年来，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确实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对抢季节、保农时、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抵御自然灾

害、减轻劳动强度、转移劳动力、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方便群众生活

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农机化的发展史证明：

第一，党政重视，加强领导，是农机化发展的关键。农机化包含了技

术和经济问题，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按照

自然条件、生产条件、社会、经济诸因素的客观规律，综合研究，因地制宜

地制定中长期方案，遵循法规，加强领导和政策引导。我县农机事业之所以

有飞跃的发展，取得巨大的成绩，归根结底是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各级党政

重视，领导到位，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的好的结果。

第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从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看，

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才能把农村劳动力



解放出来，多余的劳动力才可能转移出去，不可能在农业机械化水平低的情

况下实现商品化专业化，更不能没有农业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这是农村由

半自给、自给型经济向商品化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必然

规律。

根据我县自然、经济、技术、社会的特点和四十多年农机化的实践，

可以看出：

一、我县农机化，在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全

县农机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可以说规模空前，农副产品加工、运输

等已基本实现机械化，全县农机事业已由96年前的“以农为主，综合经营”

转变为“以农为主，补贴为辅”，以及“谁举办，谁经营，谁管理，谁受益”

的发展模式。

二、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根据我县丘陵低山的特点和水源电源的优

势，应当是机灌、电灌并举，固定提灌和流动提灌结合，坚持走“谁受益，

谁负责”之路，但国家补贴、国家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三、路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在农村道路建设问题上，国家投入的

力度还应加大，以进一步激发群众修路的热情。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已于2004年11月1日生

效实施，这标志着农机事业进入正规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随着《促进法》

的稳步实施，我县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已经为时不远了。



南部县农机局组织史料

1956年～1958年8月成立了“南部县农具改革委员会”。推广半机械化

农具。

主任：张振忠。机构隶属县委。

1958年9月一1960年1月成立了“南部县机械排灌站”，负责全县机械

提灌抗旱支农工作。

站长：刘元陶。机构隶属县八化指挥部。

1960年2月5日县人委(60)县办字第004号文批准成立“南部县农

业机械局”。61年2月与工业局合并。

局长：杜光。机构隶属县人委。

1961年5月4日县人委批准成立“南部县农业机械管理站”至1968年

下半年。

站长：段爱林，副站长：何常德。机构隶属水电局。

1968年下半年县革委生产指挥组下设农机组至1971年12月。

负责人：林兴隆、陈于学。

1971年12月31日县革委南革发(71)字第47号文批准成立“南部县

农业机械局”。隶属县农工部。

1972年一1977年农机局党支部副书记：陈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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