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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率先拜读了《甘肃省静宁县农牧志》p-至感欣羡。

方志是按地域记载自然和社会各方面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

述，由于地迩时近，故事备迹真。学习它既可以掌握一地全貌，

鉴古酌今，更重要的是由它保存的史料可以为国史取材之资，存

地方征信之实，又可供仁智之士辩析郡国利病，损益举措之助。

故不仅是一方载籍，而且也是邦国文献所系。盛世修志，是有由

的。我国方志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其中专业志虽属方志一体，

但其发展，则远不如地方志之盛，农牧志就更罕见了。

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我国农村面貌一新，农牧业也走上

了依靠政策与科学，发展生产力的道路。有志之士通过集纳典章

文物，，总结历史经验，纂述科技演递，记录功业历程，以利正确

认识存在环境，·掌握客观规律，谋求凭借科学与理智治理农事，

以代替经验主义的直觉行动作贡献，其意义不仅限于为一方人民

谋幸福，而且也是有关治世大略的。《甘肃省静宁县农牧志》之

作，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静宁是我省中部大县，资源丰富，人文籍著。方其农牧业兴

盛之时．猪羊东供关巾，粮食加工品如糖炙、挂面、粉条、锅盔

行销远近，足见一斑。农牧业衰敝之后，则被存疑于“这一方水

土养得住这一方人否"的范围。盛衰对比．差异昭著。虽根由种

种，但亦可见事物发展变化．．非仅关天时地利，且深与人谋有

关。本志之作，就是考衷前迹，使人味往知来，查验实况，使人

胸有经纬，上下同心协力，将以有为于是耳。全书体例完备，包

容全面，资料丰富，记述系统。在展示静宁县农牧业发展全貌的

同时，又搜集保存了大量宝贵史料，使之彰明而免湮没，为静宁



县农牧业存政备籍，真是一大业绩。一书披陈，万象斑烂，使有

志于民生大计和农牧技术的人们，仰慕先人之艰辛努力与丰富建

树，钦佩当代农牧业的光辉成就与感人事迹，闻风兴起，避开不

必要的起伏，在更高的台阶上创新业．展宏图，其后效是实难蠡

测的。对我省农牧业来说，本志之成，给大家带了个好头，涓涓

不壅，终为江河，千秋功业，自会继起有人，而源头活水，分外

沁人心脾，《甘肃省静宁县农牧志》是会给我省农牧业沿着康庄

大道健康前进增添活力，为实现农牧业现代化作出贡献的。

甘肃省畜牧厅 王无怠



专家评论

(一)

《静宁县农牧志》是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集中了几十位同

志的智慧，搜集了大量资料，遵循志书编写原则，以历史事实为

依据，几经修审而成的。

该志在叙述了本县的自然条件之后，对建国前后的农牧业，

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使该志内容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承先启

后，无削断历史之嫌。

接着，该志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

以往的经验教训，这对于今后农村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

该志最后以大量篇幅，对农牧科教事业，在总结群众经验和

现代成就的基础上，指明了来龙去脉，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充

分的科学依据，这对决策者及科教工作者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该志内容丰富，全面，系统，明确、具体，在我

省县级农牧志完成的时序上，名列前茅，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专

著。

甘肃省农科院王宝善



(二)
静宁县农牧志的编写工作，在以王统华同志为主的编纂人员

的勤奋努力下。历经三年另两个月的时间，搜集了一百五十万字

的资料，经过提要勾玄，概括浓缩，数易其稿，最后写成三十万

字的“静宁县农牧志"，谨此就值得祝贺。

本人拜读后，认为本书的特点，首先表现在既继承了“存

史、资治、教化黟我国修志的优良传统，而且用马列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体现出时代的特点。在生产关系变革一编的排

比和编写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编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观

点，回顾了静宁县建国以来三十多年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历程，

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勾画本地起伏，得失的曲折道路，使后人认

识到前辈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模式付出了多大代价，从中吸取

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

其次，表现在地方特点上。静宁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整

区，山多川少，沟撰纵横，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在将

近二百一十万亩的耕地上，生活着三十七万三千四百农民。编者

着重记述了为求农业的发展，全县开展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农田

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过程I特别是正确反映了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从经营现

有耕地转向山水林田士综合开发l从单一的以粮为纲，转向决不放

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着重发展农牧结合，从封闭式小

农自给经济，转向发展商品经济，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农林牧

副渔得到全面发展的过程。这不仅给领导部门正确判断和决策，提

供了科学的依据，而且为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这是一部尊蘑历史，尊重事实，服务当代，有益后世

的专志。祝愿行将问世的《甘肃省静宁县农牧志》，在静宁县文

化史册上留下瑙灿的一页。

甘肃省农业厅 金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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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是中国农牧业发祥较早的地区之一．农民在长期的生

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9年解放后．37年来，在资源

的开发，生产条件的改交辞方面有很大发展．但由予各种原因的

制约．还是甘肃中部18个干旱贫困县之一． ，

在当前盛世修志的历史时期，静宁县农牧局按照县志编纂委

员会的安排．于1986年3月成立农牧志办公室．委派王统华任主

编兼办公室主任，抽调樊瑞编写农业经济、生产关系变革；马拴

成编写畜牧业，农牧业教育；李成杰编写兽医及机构沿革；景永

学编写肥料．种子，耕制、栽培．农谚，刘风琴编写自然地理．檀

保．农田基本建设．并配有专职打字员服务．人员组成是老．中．

青三结合．主笔是业务骨干．为确保志书的科学性．真实性．

1986年8月又由柳金川，罗德民．张耀珊，李锋、樊墙．王统华

为组员．陈凤亭为组长组成资料审定小组．分工审定专题．1988

年5月开始，请县级有关单位领导预审．最后由柳金川，冯光华

全面修审．与主编协商定稿，对提高志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在编写率严格遵循志书原则，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静

宁的自然经济条件出发，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广搜资料，依照

省，地．县志编委的要求，严肃对待资料．实事求是．按志书体

例编写J

编写过程中，县直軎单位文档人员热情帮助，走访了在静宁

工作过的省商业厅厅长单得真，省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主任

张文彬．省委调研室杨安民．省驻平凉地区人大联络处剐主任王

尔楷．平凉地区水利处巡视员张玉杰．王振武．县人大主任高謇



德，政协主席马世贞、副主席钱樟炎及原公社书记田逢春，曹炯

文、刘鹏举、史国忠、胡世杰、邓思义、李翰、张璧、刘炳乾等

同志，受到热情接待．他们认真负责的查资引证．提供了农田基

本建设等方面的资料．通过信函和走访，省农业厅高级农艺师金

元济，省畜牧厅高级畜牧师王无怠，青海省畜牧厅高级兽医师王

士奇，兽医师王兴亚，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研究所高级畜牧

师马振宇惠寄资料，面授指导，付出了心血，在此表示哀·过的感

谢l

基于上述因素，经历了3年零2个月的时间，集中了大家的

智慧和力量，共搜集资料150多万字，编出120万字的资料汇编．

几经易稿，最后完成一卷6篇18章77节30万字的《静宁县农牧

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奉献给勤劳俭朴

的静宁人民． ：
．

我衷心希望，这本专业志书，为决策者借鉴，为专业工作者

咨询．承前启后，在发展静宁县的农牧业生产中发挥它应有的作

用，供专家与后世验证纠错．

陈凤亭

198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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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结构，分篇，章，节、目4层编写．
、

二，叙述方法，以时为经，以事为纬．

三，表述体裁，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其中．

四．文字叙述，用语体文．字体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

五，历史纪年，用当时习惯称谓．后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土地面积以亩为单位，其它依公制表述．

七．数字书写，按照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

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志书时限，上至事物的发端，下至事物的终结．一般下

限截止1985年，少数内容延至定稿前的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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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况

第·章 自然条件与资源
’

．
． I～

。

．

第一节‘地理位置与地貌；

、．静宁县位于渭河流域的葫芦河中上游，六盘山以西，华家

岭以东，东经105。207——106。067，北纬35。017—850467。东
’毗宁夏隆德县，南邻秦安县，西接通渭县．北靠宁夏西吉县，

西北与会宁县相连，东南与庄浪县接壤。全县南北长81公里，东西

宽68．75公里。最高海拔2 245米(曹务乡永丰村前梁)，最低1 340

米(仁大乡刘川村)，相对高差905米。县内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 有祁家大山、双树梁、东堡子梁、墩墩梁、雷大梁、麦顶梁、曹务

北南山等主要山脉分布全境，有大小梁峁1 098条，两公里以上

的支尾梁646条，山梁总长1 652．32公里，梁峁相问、沟壑纵横，

在西北黄土高原中i属陇西黄土高原地貌单元。士表黄土层一般

为10米左右。全县最大河流为葫芦河，发源于宁夏月亮山，从北向

南穿越过境．其东西两侧分别有长易河、狗娃河、南河，高界河、

红寺河，甘沟河、甘渭河、李店纸清水河9条支流。形成大大
小小的流域水文网。 ：， ：

地形特点t ．， ．

．

‘

”
’

一，葫芦河流域河谷川地·包括威戎川，高界川：甘沟川、

城川、甘渭子川，红寺川，总面积224 312．51亩，属侵蚀堆积河

备平原及沟谷台地地貌类型。分布有一，；、三级阶地，重力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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