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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明县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站

高明县第一机械厂产品——全自动热室锌合金压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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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一·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高明县

农机志》的编纂，是在我国政通人和，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开展的大好形

势下进行的。

高明县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历史不算很长，比新中国的诞生还年轻。

但要把几十年农机化发展的历程记述清楚，也非易事。原因有二：一是

建国后，高明县与鹤山县曾有过合署办公，并县和分县，导致资料散失

不全；二是人力不足和时间仓促。感谢编写的同志克服了重重团难，在

农机系统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和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抓紧时间，把收

集到的资料进行梳理，筛选，校核，写成了初稿，再经高明县志办公室

编辑成书·这是高明县精神文明建设和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值得赞许·

《高明县农机志》共15章21节。该志以正确的观点，翔实的资料，

客观地记述了高明县农机事业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足迹，从而总结出

经验教训，提供历史借鉴。诚望《高明县农机志》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

伟大进程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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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记述断限，上可溯至民国时期，下限为1992年。

．二、以语体文记述，行文中尽量避免难懂的专业术语。．

三、结构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章为纬。分章、节，目三层

次。本志共15章21节。

四，本志采用横分门类、纵向记述的方法，重点把建国后本县农机

事业的历史-9现状较详细地反映在志书内·

五、对一些专门称谓，除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外，其后一般用简称。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 键国后一；中国共产
党简称口中共一；高明县简称。县芹或“本县一等等。

六，历史纪年：民国时期的年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且在同节内

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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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7‘一 ‘

’概述⋯⋯⋯⋯⋯⋯⋯⋯⋯⋯⋯"o O O O O Q O O O 7．．．⋯⋯⋯⋯⋯⋯⋯⋯·(1)

大事记⋯⋯⋯⋯⋯⋯⋯⋯⋯⋯⋯··：⋯⋯⋯⋯⋯⋯⋯：⋯⋯⋯“(6)

’第一章 ，．．管理机构沿革⋯⋯⋯⋯⋯⋯⋯⋯⋯⋯⋯⋯⋯⋯⋯⋯(14)

4第二章 建国后各时期农机化发展状况⋯⋯⋯⋯⋯⋯⋯⋯⋯(27)

一第一节 农业机械化发展初期⋯⋯⋯O O O O O Q O 0 0⋯⋯⋯⋯⋯⋯(27)
’

第二节．，集体化时期⋯⋯⋯⋯⋯⋯⋯⋯⋯⋯⋯⋯⋯⋯0 0 0 00(30)

o第三节 ，农村体制改革后时期⋯⋯⋯⋯⋯“⋯⋯‘⋯⋯：?⋯·(32)

．·，。第四节．农业机械化区划⋯⋯⋯⋯⋯⋯‰⋯··：?”⋯⋯ji⋯；(34)

’第三章⋯各类农机具的发展⋯⋯⋯⋯⋯⋯k⋯⋯⋯⋯⋯k．．．(39)

第．_节⋯耕整机械⋯⋯⋯⋯⋯⋯⋯j⋯⋯⋯⋯⋯⋯⋯··0 0 0 0 00(39)

，第二节。。排灌机械⋯⋯⋯⋯．．．⋯⋯⋯⋯⋯⋯⋯⋯⋯m⋯⋯(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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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机监理⋯⋯⋯⋯⋯⋯⋯⋯⋯⋯⋯⋯⋯⋯⋯⋯⋯⋯⋯(57)

二，农用油料的管理⋯⋯⋯⋯⋯⋯⋯⋯⋯⋯⋯O 0 6 O O O O 8 O O O O O OO(58)

第五章 农机产品的经销⋯⋯⋯⋯⋯⋯⋯⋯⋯⋯⋯。⋯⋯⋯·(60)

第六章 新农机具的试验与推广⋯⋯⋯⋯⋯⋯⋯⋯⋯⋯⋯⋯(62)

第七章 农机技术改造⋯⋯⋯⋯⋯⋯⋯⋯⋯⋯⋯⋯⋯⋯⋯⋯(67)

第八章 农机技术培训⋯⋯⋯⋯⋯⋯⋯⋯⋯⋯⋯⋯⋯⋯⋯⋯(69)

第九章 农机科研⋯⋯⋯⋯⋯⋯⋯⋯⋯⋯⋯⋯⋯⋯I O 0 0 0 0 O O O O O O(74)

第十章 队伍建设⋯⋯⋯0 0 O OI O⋯⋯⋯⋯⋯⋯⋯⋯⋯⋯⋯⋯⋯(76)

第一节 人员构成⋯⋯⋯⋯⋯⋯⋯⋯⋯⋯⋯⋯⋯⋯⋯⋯⋯(76)

第二节 文化教育⋯⋯⋯⋯⋯⋯⋯⋯⋯⋯⋯⋯⋯⋯⋯⋯⋯(76)

第三节 工资福利⋯⋯⋯⋯⋯⋯⋯⋯⋯⋯⋯⋯⋯⋯⋯⋯⋯(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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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娱体育⋯⋯⋯O O O O O O O 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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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明县农机研究所⋯⋯⋯⋯⋯⋯1 o o·0 oi oo⋯⋯⋯⋯⋯⋯(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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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高明县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边缘，东北部l靥西江下游。西，南，中

部和北部部分地区为低山，丘陵及台地，东部和东北部是较广阔的冲积

平原。 ，

全县总面积960．21平方公里。1992年末，有耕地面积24．15万亩。

人1：1 25．19万，人均耕地面积6．96亩。。

， 建国前，未有农业机械。建国后，本县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首先从耕

整机械开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55年开始，推广使用畜力双轮双铧犁·1956年，在本县对川茶

场首次出现拖拉机垦荒耕作．1958年，与鹤山县合并为高鹤县后，开始

有了拖拉机。1959年6月，建立了高鹤县拖拉机站。这阶段是本县农业

机械化发展的萌芽时期·

1960年开始，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要≯国营拖拉机站与明城

钢铁机械厂合并，称高鹤县拖拉机站，并增设了修理车间，担负着全县

拖拉机的维修业务。同时，建立了西安和大沙两个机耕队。至1970年，

拖拉机站已拥有拖拉机36台：机耕面积达5．36万亩，作业区域遍及高

明片9个公社的120条自然村。。拖拉机除了用于水田和旱地的犁耙作业

外，还综合利用于抽水、农副产品加工，推主，压土，发电及运输等，

对支援农业，工业，水利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

+、

1972年10月，贯彻国家提出的懈加快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实现农业

一 九／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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