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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农业局办公楼(段金华摄)

△全国农撞稚广先进单位——勐速}农业技术推广站(相金辉摄)



△勐海县农科所培育的优质高产糯稻品种奄紫11号(马礼昌 撮)

△甘蔗丰产裁培(张雪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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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良种小耳猪(张雪峰摄)

△勐混鱼种站鱼苗种培育池(朱洪进摄)



△速成密植高产大叶茶茶园(马礼昌 摄)

△领导小组：(自左至右)戴廷标周应祥 罗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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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搞自然保护区长田坝水库森林景观(张雪峰摄)



编篡人贯：前排(自左至右)戴廷标许存福董顺发

后排(自左至右)司永年曹洪祥邓云华

朱洪进

(勐海县农业志》评审鉴定会议领导小组合影

(苏国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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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农业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周应祥

副组长：罗玉庆戴廷标，

农业志办公室成员：戴廷标许存福

主编

副主编

成员

审稿

《勐海县农业志》编纂组人员

戴廷标

许存福

董顺发 曹洪祥 司永年 邓云华 朱洪进

蔡鹏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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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农业志》编印成书，奉献给农业战线上的各族干部群众，这是一件

值得庆幸的事。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农业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坚持把加强农业放在首位”。1992年12月9日人民日

报社论指出：“坚实的农业基础正是经济良性循环，社会稳定的必要保证和重

要前提’’。要抓好这个基础，就必须对全县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

全面的、清晰的了解，正确地认识县情、乡情。《勐海县农业志》以翔实的资料、

丰富的内容，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勐海县农业生产的曲折发展过程，生产关系变

革的历史，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客观地反映了农村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变化的规律。它为我们了解农村经济情况，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史料。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富民政策，坚持改革开

放，依靠科技进步，勐海县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民

生活不断改善，城乡一片欣欣向荣。志书通过数据对比和事实记述，真实地反

映了农村面貌的深刻变化，鼓舞激励我们前进。同时，透过这部志书还使我们

看到，勐海县农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突出的是农村工业落后，后劲

不足，生产水平不高，经济效益较差，山坝区贫富差距大。因此，要进一步发展
农业和农村经济，就必须深化改革，合理调整产业结构，花大力扶持农村加工

业，从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勐海县农业志》是一部比较朴实的综合性农业及农村经济资料性著述，

为各级领导决策和各单位制定规划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具有很强的实

用性。为此，我在祝贺它编印发行的时候，向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关心农村

建设的人们推荐这部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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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勐海县农业志》是社会主义新一代地方专业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勐海县农业发展的历史

与现状，以利为关心和从事勐海县农业工作的同志提供科学、严谨的史料。

二、志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为体例，依事物性质归类，横排竖写，

设章、节、目等层次。

三、志书的历吏资料主要取自旧志、文书档案、书报刊物，少量取自口碑。

当代数据主要采自统计部门和相关单位。部分资料注明出处。

四、志书叙事，上限力求追溯至其发端，但限于历史资料缺全，着重叙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情况，体现时代特点；下限至1990年为止。个别事物

延至搁笔之时。

五、民国以前年号沿用旧纪元，夹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简称“共和国成立后”或直书公元年号。文中提到的党和政府，系指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

六、志书文字一律使用语体文；词语中的数字和序数用汉字，表述数量和

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度量衡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计量法》规定使用，

计量仍用公斤，历史上和少数民族习惯使用的计量单位一仍其旧，但注明现行

法定计量单位的相应换算质。历史地名、历代称号沿用当时称呼，现代地名以

地名普查统一的谓称为准。

七、志书编纂、撰写、审核、绘图、摄影均在书内署名，以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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