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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JlI县农牧局

仝汉川县种子公司

仝 汉JlI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 汉JlI县农业技术服务公司



◆ 汉川县植物病虫测报站 ／ 含 汉川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 泛川三畜牧兽医管理站 含汉Jli县土肥站



◆ 汉川县种蓄场 ◆ 汉川县种育场猪舍

◆ 汉川县种子公司仓库 ◆ 汉川县五号病防治指挥部



◆ 湖区水牛《母》

含酉子鹅母

◆ 湖区水牛(公)

◆ 百子鹅公



◆ 地膜复盖育．秧

价 徒’手取精

◆

尼

龙．

薄

膜

育

秧

介猪人工授精



◆ 棉花露地直播拙膜复盖

◆ 水稻增施锌肥比较，高(施
。

锌)矮(未施锌)

含 花花窄厢两行种植方式

◆小麦良种繁育

◆ 优良蚕科饲养

◆早稻株系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j

日

编修农牧专业志书在本县尚系首创，其意义十分重大，早在l 983年末，我们就固定专

班，着手调查、搜集，整理资料。三年多来，经过编修组同志的努力，在完成约十五万字的

初稿后，又召开座淡会三三次，听取了一些修改意见，县志总编办公室并曾多次派员指导，最

后经孝感地区农牧志办公室审核定稿，使修志工作得以园满结束。

农牧志记叙的上限为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下限为1 985年，为叙述事物本末，少数上

溯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下及l 986年。资料主要转录于国家档案馆，省、市(武汉市)

图书涫，本县档案馆、图书瞎，农牧局档案室，天门、沔阳邻县档案馆等处，累计搜集、

抄录的资料虽有三百余万字，而符合修志需要者，仍感不足，特别是建国以前的资料更残

缺不全，且多相互矛盾，对此，编修组对其中不尽合理部分，多弃而未录。对建国后的史

实，除采用文献记录外，并曾多次邀请自建国初即一直从事农牧工作的在职负责同志，及离

退休老干部进行座谈，提出了一些修正与补充事实。

在编修的指导思想上，我们始终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基

本精神，并要求充分反映本县农牧业的历史特点与地方特点。

建国三十多年来，本县农牧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在生产发展的某些阶段，t也曾有过失误与

缺点，回顾这些得与失，我们作为专业的领导者，在今后的农牧业发展与某毡重大业务的决

策中，头脑将更为清醒，方法将更会完善。 “带着未来的需要追溯历史，怀着历史观念去探

索未来，进行历史断面的分析，可能对我们的决策是有益的。”这部专志将起到这样的作

用。但农牧志的专业性较强，既有农牧业发展的历史演变，也包含着生产技术经验的传播，它

虽然不是一部县级农牧业的百科全书，而有关农牧业必要的历史资料，都必须纳入修志范

畴。为了避免对这些史料作记帐式的罗列，志中对年度或年代问，以及各种业务技术的不同

作业过程间，都作了某些概括，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探求规律，期垫后人从中吸取教益。

在修志过程中，上级领导及各有关单位，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编修组的全体同志也付出了

艰苦的劳动，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农牧业历史事实于头万绪，编入部分不过其万一而已，遗漏与错讹在所难免，敬请领

导、行家和知情者不吝指正。

融II县农牧志编修领导小组组长 汪开学

1 987年元月30日

．3强土目



概 述

汉川居汉江下游，介于东径l 1 3。32’——1 13。57’，北纬30。23’——30。52’之间。土地

总面积1662．93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占59．35％，水面占13．63％，山林仅占1．59％，属平

原湖区。

县境为大陆性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无霜期

长，严寒酷暑时间短，地区间无明显差异，且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源充足，牧草良好，

普遍利于秋播作物安全越冬及喜温作物的生长，亦适于水产、畜牧业的发展。但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前(以下简称建国前后)因地势低洼卑湿，水网密布，江、河、湖桐通，水利失

修，害灾频繁，素有“统水袋子”之称。当时耕地，水面各约六十万亩，旱涝不能保收。耕

作制度单一，水田绝大部分为一季中稻，旱地则为棉麦(大麦为主)、或棉豆(蚕豆)连

作，多广种薄收。民国后期始有少量化肥，病虫灾害悉凭天命，农作、畜禽品种长期为农民

自谋，清末引进少量陆地棉，后选留不善，大多退化。农作物产量很低，如民国九年(1 920

全年粮食总产不过六千余万斤。畜禽存栏更少，四至八户伙养一头牛，每十户才有一头猪，

家禽户平不过二．三只。兼之战乱不已，血吸虫病蔓延，农民生活困苦，絷芦结蒿为室者，比

比皆是，以渔舟为家，扑鱼拾蚌，踩藕摘菱为生者更较普遍。农牧生产停滞不前，资源未能

充分利用。延至建国前夕，抛荒面积仍达29万余亩，农村景象衰败凄凉，农业经济萎靡不振。

建国后，大兴水利、完固堤防，扩大耕地面积，加强农田基本建设，使全县8D％以上农田能

旱涝保收。先后引进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二百余种，畜禽品种三十余种，对栽培技术，耕作制

度，资源利用，种植方式，土壤改良，植物保护，畜禽疫病防治，饲料配方，人工授精等均进行了

试验改良或示范推广，还组织大批力量开展了农牧业自然资源调查、土壤普查，农牧业区划等

正作，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建国以来，农牧业生产有了很大增长，到1935年止，累计

耕地面积较建国初(1949年)约增加一倍，粮食总产增加六倍，棉花增加十一倍，油料增加

两倍，生猪年末存栏增加六倍，耕牛增加三倍，上市禽蛋增加三倍多。其他特产如茶叶，黄花、

燕麻、木本花卉，水果等，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扩大生产，有的已能满足县境需要，

有斡并成为外销俏品。但在发展过程中年度间起伏很大，三十六年中．出现以下几个阶段。

l



(一)1949——j 957年：在此期间，开垦荒地，增加耕地33．8万亩，引进推广胜利籼，

小麦南大2419，棉花岱字棉15号等良种，当时被誉为“农家三宝”。病虫防治已由求神拜佛

向使用土农药及化学农药转变。肥料由单一使用有机肥开始增用化肥，栽培技术上推广了条

播、营养钵育苗、合式秧田等，初步改善了粗放经营，广种薄收现象。到1957年，九年中粮

食总产年递增14．7％，棉花年递增27．6％，油料年递增9．3％，生猪存栏较建国初增加三

倍，整个时期农牧生产发展平稳，其间虽经过1954年特大洪涝灾害。但仍迅速得到恢复。

(二)1958——i961年：这一时期经历了”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整个农村刮起了

“共产风”及“浮夸风”，生活上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生产大协作，劳动不计报酬，

部份团块大攘深翻改土，密植创高产活动，有的深挖二、三尺，每亩播种数百斤，有的集十

余亩即将成熟的稻苗于一田，号称亩产数万斤，结果浪费严重，收量甚微。畜牧业在农业放

卫星高潮中，息人不息牛，造成耕牛大量死亡，生猪在搞变相平调，大办集体养猪及推广

催肥“三割化”，饲养母猪“一窝风”等影响下，存栏数大量下降。这一时期由于人为折

腾及自然灾害．使前一时期农牧业的正常发展受到阻滞，生产水平急剧下降，人民生活也承

受了极大痛苦。四年中粮食单产平均仅217斤，较前一时期低l 3斤多，总产较1957年低4，600

余万斤。棉花单产仅48斤(皮棉)，总产较I 957年约减少5万担，油料单产不足67斤，较前

期低26斤，总产较l 957年减少8万担，肥猪出栏仅9722头．较1958年的63，039头减少近六倍，

是建国后农牧业生产的倒退阶段。

(三)1962——1967年：1961年底贯彻了党中央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

案)”六十条，实行了体制下放，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核算制度，并一度落实三自

～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政策，及其他生产奖励措施，农民生产

积极性迅速高涨。农业内部结构也有了调整，双季稻与中稻平衡发展，水面大量缩小，耕地

较1957年又增加12万余亩，稻田由1961年的33万余亩，扩大到1967年的50万亩以上。长期以

来全县以棉渔为主的生产格局开始转为棉粮并重。六年中粮食播种面积由上一时期的年平

0 4．3万亩，增至14l万余亩，年平总产较前～时期增加1．36亿斤，棉花年平总产36万余担，
l

较前期增加22万余担，其中t966年单产I 19．7斤，总产50万担以上，创造了县境棉花产量的

最高纪录，油料单产较前期增加3D余斤，总产增加约2万担。畜牧方面耕牛较前期增加一万

余头，生猪年来存栏亦较前期增加五万头左右。这一时期政策改善，抗灾能力加强，工作方
^

法上克服了强迫命令瞎指挥。生产技术上，水稻推广了定距合理密植．棉花更换了鄂光棉原

种，耕作制度比较协调。畜牧方面集体养猪全部下放，耕牛归生产队所有，饲养管理加强，

2



农牧业生产是建国以来增长较快的时期。

(四)1968——1978年：期内耕作制度变化大起大落，开始双季稻由1 1万余亩，猛增至

4D万亩左右，而中稻由20万亩左右下降封l 972年的3万余亩，随后双季稻又渐有下降，中稻逐

渐回升到14万亩左右。棉花播种面积虽一直保持40万亩左右，而前茬小麦由占30％上升到

6D％以上。油料种植面积继续减少，一直徘徊在2万亩左右。畜牧方面在1971年前，防疫工

作基本停止，生猪发病率迅速提高，死亡严重，1969年存栏不足10万头，出栏仅5．5万头，

1971年后，又逐渐上升。这一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生产上出现了稻田双季稻化，旱地

棉花化等一刀切现象，并推行集体种菜，集体建房及在农忙季节大搞平整±地等活动，特别

是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后，严重限制了农村家庭付业的发展，虽然期内粮棉生产都有所

增长，但增产不增收，农村经济桔据，农民工资低微，生活仍较艰难。

(五)1979——1985年：中共+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农业结构

进行了调整，农作物布局也有较大改变，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牧

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气象。从1979年起，中稻面积回升到20万亩左右，双季稻稳定在25万

亩左右，基本保持了中稻与双季稻的平衡发展，长期低产的棉田调减了六万余亩，能水能旱

的地方推行了水旱轮作，过去不宜围垦的低湖田，已退田还湖12万亩，经济作物有较大发

展，整个农村经济结构趋向合理。虽然粮棉作物面积减少，但实行责任制后，农民积极性

高，投资增多，管理精细，各项农作物产量仍有增长，粮食总产在1 979年突破6亿斤，达到

全县粮食自给有余，并对国家有所贡献， 到I 984年又连续三年超7亿斤，人平占有粮食达

到83D余斤。棉田面积虽减少八万亩，总产仍达35万余担，油料作物面积由2．45万亩上升到

9．42万亩，总产由3．09万担增至14．62万担，生猪饲养量突破30万头，存栏近20万头，家禽

超过200万只以上，均创历史最好记录，农村景象一片繁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农民生活

大为改善，不少先富之户楼房住室，高档商品，不亚城镇，婚、丧，喜，庆并出现过奢风气。

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虽较1980翻了一翻，比1950年翻了四翻半。但基数很低，水平

不高，粮棉生产不够稳定，人平占有粮食仍低于全地区水平，棉田面积逐年减少，农业生产

后劲不足，农田基本建设荒废损坏较多，乡镇企业效益不高等等，均有待调整与改善。当前

全县“七五”计划已经制订，各项奋斗指标亦有明确要求，今后还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加

强宏观控制，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科技水平，改善服务体系，使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发

展，力争实现“七五”计划。 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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