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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市委农

工部的指导下，资溪县委农工部认真贯彻落实

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农业生

产、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建设等工作，在开展

经常性的农村调查研究，做好农村经济和农口

工作的综合协调，协助和配合县政府加强对农

业生产环节和重要工作进行指导、检查、督促

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较好地发挥

了职能作用和参谋作用，为促进我县“三农”

工作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资溪县委农工部自1954年成立以来的几十

年中，由于多种原因，未曾编出本部志。

1985年和2005年资溪县先后两次编纂县志，都

未有农工部方面工作资料记载。进入新世纪，

特别是2006年后，资溪县委农工部工作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时期，工作内容更为丰富，工作职责更为明确，工作经费

有一定保障。于是，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编出一部较为

详实的部志，以填补本部志的空白，更好地总结过去，指导当前，启

迪后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鉴于此，《中共资溪县委农

工部志》历时一年多，通过努力，终于编纂成书，诚为我部一大喜

事。

《中共资溪县委农工部志》是资溪县委农工部成立以来的第一部

志。它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尊重历史事实，力求思想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它真实较全面

地记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资溪县委农工部

的工作特点和状况以及工作中经验教i)lI；它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

历史借鉴，使我们多一些受益，少些失误。

部志的记载毕竟只能说明过去，而更重要的则是现在和将来。在

全面加快建设新农村的今天，我们要更加励精图治，开拓创新，锐意

进取，努力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谨献此言，是以为序

中共资溪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胡文

2011年l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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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以贯彻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

实事求是为原则，力求准确、全面、系统地记

述本部的历史和现状。

二、由于历史档案、文件不完全的原因，

本志着重记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本部所

做的方方面面的工作情况及其工作轨迹，并力

求体现时代特征和工作特点。

三、本志所辑资料，一般上限起于公元

1954年(本部成立)，下限止于公元2010年

末，为叙述完整，部分事例顺延至本志定稿

时。

四、本志采用横排竖写体例，首辟概述、

大事记，续之为主体，设3章16节；未缀附

录。



五、本志以文、图表、录、照片形式，采用现代汉语记叙体，叙

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中。

六、本志所涉及的行政机构，区域地名，均保留当时称谓，如人

民委员会(人委)、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区、乡、镇、村、公

社、大队等。

七、为力求本志完整详备，叙述中各有若干互见的事例或数据，

但详略和侧重各有不同。

八、本志资料源自本单位的档案、文件及有关报刊，并调访知情

人和当事人口述及提供的相关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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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中共资溪县委农工部成立于1954年4月，迄今近60年，一次被撤消，先

后多次被更名为县委农业办公室、县农业委员会、县农村经济委员会、县农

村工作办公室等。行政编制4～6人。工作内容和工作职责各历史时期侧重有

异，但围绕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建设开展调查研究，搞好综合协调，加强工

作指导、督促、检查的主要工作职责始终未变。

开展经常性的农村调查研究。根据不同时期农村工作重点，开展了农业

生产结构、村级经济建设、土地规模经营、土地承包关系情况、农村合作经

济状况、农村双层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毛竹开发、毛竹产业现状、面包

产业等专题调研，及时掌握了第～手资料，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搞好工作总结、汇报，及时反映工作情况。根据领导和上级布置要求，

就每个阶段性工作，每项重大工作的开展，及时做好工作情况汇报，搞好工

作总结。先后做好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流通、农业产业化经营、开

展生产自救、农民增收、农村改革、延长土地承包、春耕生产、“两户”发

展、果业工程、土地流转、农业开发、“三冬”工作、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新农村建设等大量工作的总结和情况汇报，及时向省、市农工部和县委、县

政府反映和汇报了工作。经常不定期编印《情况反映》、 《资溪农村工

作》、 《资溪农村》、 《资溪新农村建设简报》等材料上传下发。

加强对主要生产环节和重要工作的指导、督促、检查、协调。从不完全

的原始资料中查：1969年至2010年，共向乡、镇(公社)、场下发各种生产

计划、任务分配表，各类情况统计表计133份次。有据可查：i957年起，先



概述

后起草本部各类指导性文件共计77份；代县委、县政府起草有关农村工作指

导性文件45份。

协助抓好果业开发。果业开发是县委、县政府交给县农经委的一项具体

工作。为了搞好果业开发工作，县委、县政府先后批转了县农经委关于做好

果业开发工作的6份文件。1991年至1996年，资溪县兴起了果业开发的高

潮。果业开发以集体开发为主，由农业银行负责贷款，财政、林业负责贴

息。新开发的以板栗为主的果园达2．44万亩。

全力抓好新农村建设。发挥综合、协调、督促、检查、指导职能作用，

全力协调、配合县委、县政府抓好全县新农村建设工作，是县委农工部一项

最重要、最主要、最具体的工作。2006年至2010年，资溪县共建设新农村试

点自然村137个，开展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建设“生态型"新村庄、发展

“生态型”新产业、培育“生态型”新农民、普及生态农业技术、完善社区

功能、推进农村清洁工程、试点自然村(整治)建设等工作。五年中，资溪

县新农村建设共投入资金3333．53万元；改房、改栏、改水、改厕、改路、

改环境等，共拆除破旧危房1547间，面积131558平米，建新房93909平米，

整修房屋面积226698平米；拆除牲畜栏(圈)960个，面积19660平米，统一

规划新建2420平米；改水4667户，改厕4506户；硬化主干道及支路90．02公

里，硬化路入户4183户，硬化路67公里；修建排水沟49904米；新建垃圾窖

219个；种树33261棵；建立各类活动室33个，露天活动场所83处；使用沼气

32户，使用有线电视4691户，使用电话(含手机)3788户，使用太阳能

495户，使用宽带网33户。

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同时，还协调有关单位参与农村综合改革，抓好面包

协会运作，做好“农转非”、人蓄饮水建井等工作。

回顾本部成立以来的工作历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往开来，不无裨

益。我们坚信，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不断创新、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在工作上有新的突破、

新的面貌，就一定能为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新的成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事记

大事记

1954年

4月，中共资溪县委农村工作部成立，县委农工部部长由主持工作的县

委副书记杜润芝兼任，吕东壁任副部长。下设四个组：生产组、互助合作

组、供销信用社组、秘书组。

9月26 H，主持开办资溪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骨干培训班。

1955年

5E，吕东壁任县委农工部部长。

是年，主持建成资溪县第一个水电站——泸阳乡沙苑水电站，总装机容

量28．5千瓦。

1956年

2月，在一区泸阳、排上，二区高田，三区饶桥、

五区高阜和石峡乡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共8个。

9月，资溪县全县共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73个，

全县总农户的98．6％。

是年，实行撤区并乡，全县划为1镇15乡。

马头山，四区草坪，

入社社员8104户，占

1957年

1 1月25日，主持设立资溪县第一个水文站——饶桥乡柏泉水文站，后转

3



大事记

直属江西省水利厅管理。

1958年

4月，在资溪县第一次组织试种棉花，共种307亩，平均亩产皮棉35公

斤。

6月，全县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教育”活动。

是年，负责组织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

工、管)。全县大兴水利建设363处，开展“三变三改”活动(一季变两

季，晚稻变早稻、低产变高产，稀植改合理密植、瘦田改肥田、改造冷浆

田)。

1959年

是年，负责接待安排到资溪县的上海支内知识青年。

1960年

2月15日，负责安排下放资溪15名新华社(北京)记者到高阜公社高阜

大队劳动锻炼。

7月13日，协助省委农工部在嵩市公社黄坊大队召开全省学习黄坊大队

创办农民经营管理夜校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地、县委农工部长及负责

同志。

1961年

4月，组织宣传《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六十条)。

是年，协助社队规模调整工作，调整后，全县划为1镇13个公社2个林场。

1962年

1月，全县社队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由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

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7月，县委农工部被撤销，原县委农工部所有工作业务由县委办公室联

系。

11月，组织参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4



大事记

1963年

1月18日，县委农工部恢复。

是年，成立资溪县农业十年规划领导小组，负责组织人员对全县农业进

行调查规划。

1964年

4月，协助社队规模调整工作，调整后，全县1镇13个公社2个林场划为

7个公社。

9月，资溪县饶桥乡水尾村柏泉水文站下放县管。

10月，负责安排南昌下放学生。

1965年

3月，组织召开资溪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资溪县贫下中农协会。

4月，首次举办资溪县拖拉机手培训班，开始推广使用拖拉机。

7月，组织在全县各公社、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图片展，展出图片200余

张，新闻报刊文章30多件。

1965年

9月，参与修建高阜公社初居水电站(后更名为红卫水电站)。

1968年

6月，资溪县革委成立，下设政治部、抓生产促革命部、保卫部、办公

室。其中抓生产促革命部内设农业学大寨办公室，职能与原中共资溪县委农

工部相同。

9月，负责安排知识青年下放插队。

10月～1i月，协助社队规模调整工作，调整后，全县并为7个公社。

T969年

11月，成立资溪县农业生产“两个突破”(工业突破无规划设计、农业

突破矮杆化)办公室，职能与原资溪县委农工部相同。



大事记

是年，协助组织红卫水电站(原名初居水电站)建设，总装机容量

250千瓦。

是年，因国家建设新安江水电站，浙江省建德县向资溪移民。至年底，

组织安排移民2485户，1 2389人。

1970年

5月，资溪县农业生产“两个突破”办公室改为资溪县支农办公室。

8月，参与建设红旗水电站(1986年更名为湾头水电站)。

是年，参与工农业“两个突破”(工业突破无计划设计、农业突破矮杆

化)活动，组织开展农业“八字头上一口塘”为特征的农田基本建设。

社。

1911年

3F]，从进贤县组织1000余民工到资溪从事林业木竹采运。

8月，资溪县被评为“全国重点产材先进单位”。

10月，资溪县支农办公室改为资溪县农业生产办公室。

11月，参与红旗水电站建设，共投资160万元，总装机容量1280千瓦。

12月，参与建设高田公社栋梁水库。

1972年

9月，参与社队规模调整工作，调整后，全县由7个公社调整为8个公

是年，资溪县被评为“全国发展农,t／J,水电先进县”。

1973年

1月，资溪县抓生产促革命部农业学大寨办公室撤销。

1 1月，资溪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农业学大寨办公室。

1974年

12月，参与高田公社栋梁水库建设，时为资溪县建成最大的人工蓄水工

程，总库容量230万立方米。



大事记

1975年

10月，参与兴建泸阳公社江家源水库。

1976年

3月，泸阳公社江家源水库建成，库容总量为90余万立方米。

是年，开始兴建乌石河堤，总长7．5公里。

是年，参与社队规模调整工作，调整后，全县由8个公社调整为10个公

社，5个林场。

1977年

2月，县委成立农业学大寨办公室。

1978年

12月，参与兴建高阜河堤，总长2．5公路。

1979年

是年，资溪县农业学大寨办公室改为县农业办公室。

是年，资溪县被评为全省林业县。

1980年

12月10日，资溪革命委员会批转县农业办公室、县农业局、县农行《关

于许坊公社社队会计考核定级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资革发(1980)86号

文)。

是年，部分社队联产计酬到组、包产到劳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

制。至1981年，全县农村全面推行以包产到户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年，组织建设桔园60多个，总面积达2100亩。

是年，组织新办香菇菌种场，推广菌种繁育香菇增长技术。

1981年

4月29日，成立县委农业办公室。



大事记

5月7日，协助有关单位在许坊公社召开生产责任座谈会，时任省委书记

江渭清到会并作讲话，本办工作人员负责座谈会上省委书记江渭清讲话主要

精神记录及整理。

8月24日，协助有关单位组织南城、资溪、东乡、金溪等县关于制止乱

砍滥伐联防会议，时任抚州地区行署副专员单及春到会并作重要讲话。本办

工作人员负责记录并对相关材料进行整理。

是年，参与在嵩市公社法水大队进行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

定责任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试点工作。

是年冬，资溪县防火委员会成立。

1982年

1月28日，资溪县农业委员会成立，同时撤销县委农业办公室。

2月，在县城举办全县公社干部、大队大队长、农民技术员培训班，参

加学习的社队干部、农技员达137人。

5月下旬，组织农业局、农行开展高阜公社高阜大队财务整顿试点工

作，为全县全面进行社队财务整顿提供经验。

5月下旬～7月中旬，组织县计委行政区域规划办公室、县农业局、县林

业局、县水电局、县农机局、县社办企业局等单位开展泸阳公社农业规划试

点工作，为全县农业规划摸索经验。

12月31日，县人民政府(资府发(1983)001号文)批转县农委《关于

认真搞好年终分配工作意见》，布置全县各地年终分配工作。

9月～12月，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责任山、确定林业生

产责任制)工作全面铺开。

是年，先后组织县农业局、县林业局、县水电局、县农机局等单位，举

办水稻栽培种植、畜牧水产、林业育苗、农机机手等培训班，共培训各种技

术人员420多人次。

是年，协助县供销生资部门从福建泰宁、本省南城等地调进碳酸氢铵

250吨、复合肥120吨，满足本县人民群众农业生产需要。

是年，组织一次赴铜鼓县考察省柴灶。

是年，举办～期全县柴灶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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