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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沙洋县畜牧兽医志 》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 坚持科学发展观 ，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 实

事求是 、 全面 、 客观L己述沙洋县境内畜牧兽医事业发展状况。

二、本志上限为1949年，下限至20 1 2年。

三、志书采取志、记、述 、传、 图、表、录等体裁 ， 综合运用 ，志为主体。 采用

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 行文采用第三人称 . 力求准确、简练、朴实、流畅。 采用章

节体，章、节、目、子目分别用22磅方正黑体 、 1 4磅方正小标米 、 1 3磅方正黑体 、

11. 5磅'方正黑体表示，正文用 1 1. 5磅方正书宋表示。 大事记按年限记述各时期发生的重

要事件。

四、志书记述人物|忖采取"以事系人" 的形式记述。 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

原则 。 人名除引用原文外，一般直书其名，姓名前有的冠以其身份和职务，不冠褒贬

词语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 《荆门县农业志 》 、荆门市畜牧兽医局 、沙洋县党史( 地方

志)办 、 沙洋县统计局 、 沙洋县畜牧兽医局 、 各镇动物卫生监督组(畜牧兽医站)以

及部分畜牧兽医人员口述。

六 、本志部分数据是以原荆门全县数据为基础 . 按统计学逻辑计算得出 . 可供

参考。

七 、 由于历史原因和编辑水平，个别人、物、事可能有遗漏或出入，敬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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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洋地处鄂中腹地，江汉平原西北部。 东临汉江，西濒漳水，南滨

长湖，北靠荆山余脉。 县城依江而建。 1985 年，沙洋建区，隶属荆门市

管辖。 1998 年 12 月 国务院批准沙洋撤区设县。 全县总面积 2051 平方

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11 .5 8 万公顷。 人口 65 万。 辖 13 个镇、 2 个新区和

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沙洋属北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气候适中，年平均气温 16.1 "C，

年平均降水量 1 025.6 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 1 953.8 ，无霜期 269 天 。 沙

洋土地肥沃，漳河二、三干渠纵贯全县，两江运河穿东南而过，灌溉条

件便利，主产水稻、小麦、棉花、油菜等，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省

畜牧强县、全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示范县。 境内湿地遍布，河网堤

坝连绵，牧草种类繁多，发展畜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前，畜禽养殖以自养自食为主，生产水平低下，没有

兽医组织，只有散落民间的兽医，俗称"撬猪佬"、"阉鸡佬"、"牛马郎

中"，以半医半农居多，为群众的大牲畜治病。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逐步将民间兽医组织起来，为畜牧业服务，

推动畜牧业发展。 1951 年 11 月，荆门县召开全县兽医代表大会，成立

荆门县兽医工作者联合会筹备会。 1952 年，成立沙洋兽医工作联合会筹

备会。 1953 年至 1 956 年，境内先后成立五里铺、十里铺、拾回桥、后

港、李市、沈集、曾集、沙洋兽医分会。 期间，国家出台一系列有利于

畜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促进境内畜牧业发展。 1958 年，全国"大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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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贯彻生猪养殖"以集体喂养为主，家庭养殖为辅"的方针，在农

村刮起一股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将私人喂养的生猪收归集体饲

养，挫伤农民的养殖积极性。 3 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减产，人缺口粮，

猪缺饲料，畜禽饲养量大幅下降。 1962 年，贯彻"公私并举，以私为

主"的方针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畜牧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6

年至 1976 年 ， 私人养猪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没收自留地，关闭

畜禽交易市场，畜牧业生产再次受到严重影响 。 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贯彻"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 一

批养猪专业户应运而生。 1985 年，国家取消生猪派购任务，放开肉 、 蛋

价格，开放畜禽交易市场，生猪饲养量增加较快，牛、羊 、 禽等养殖业

得到快速发展。

1993 年 6 月，成立荆门市沙洋区畜牧业局，沙洋畜牧兽医事业发展

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乡镇畜牧兽医站被确定为国家事业单位，

定编 、 定岗 、 定员，畜牧兽医队伍得到稳定和发展。 认真贯彻中央发展

‘一优两高"农业精神，大力实施"一、二、三"工程(人平 10 只鸡、

亩平 2 只鸭 、 户平 3 头猪)，沙洋畜牧业生产得到突破性发展。

2005 年，沙洋县全面推进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乡镇畜牧兽医站整体

转制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 13 个乡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 。 按照

"执法工作在县、服务工作在乡"的原则，沙洋县畜牧业局在全县 13 个

镇设立动物防疫检疫监督组，为县畜牧兽医局派驻机构 。 通过笔试、面

试、考核，聘用 25 名动物防疫检疫监督员 、 136 名防疫检疫协助员，负

责全县动物防疫、检疫、畜牧技术推广等畜牧公益性事业服务工作。

2008 年，沙洋县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以"畜

牧业增效、 农民增收、畜产品增强竞争力"为核心，坚持解放思想，真

抓实干，开拓创新，全县畜牧业克服雨雪冰冻灾害等不利因素影响，继

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 全县生猪出栏 62.89 万头 、 家禽出笼

938.51 万只、牛出栏 3.77 万头、羊出栏 2.17 万只、禽蛋产量 2.86 万吨，

. 2 • 



沙
洋
县
畜
牧
兽
医
志

二
n

山
工
〉
〈
〉Z
O

×
一
〉
到
川
〈
口
到

C
叫
刮
o
d到
叫
引

a

-
…
问

分别比上年增长 23.1% 、 35.5% 、 20.7% 、 17.6% 、 36.2% ，畜牧业产值

1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2% 。 沙洋县进入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行列 。

2011 年，沙洋县紧紧围绕"抓住新机遇，建设新沙洋"的战略部署

和"再造一个新沙洋"的宏伟蓝图，始终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原则，

按照大思路、 大调整、大发展的要求，加快发展猪 、 禽，突破性发展养

牛，不断转变发展方式，全力创建畜牧大县和畜牧强县，努力提高畜牧

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动物疫病防控，狠抓畜产品质量安全，全县畜牧

业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2011 年，全县生猪出栏 83.21 万头，

家禽出笼 1 358.7 万只，牛出栏 5.54 万头，羊出栏 2.83 万只，禽蛋产量

40460 吨，全县畜牧业主要生产指标实现 5 连增 。 沙洋县连续 4 年进入

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行列 。 高阳镇被评为全省肉牛养殖大镇，十里铺镇被

评为全市蛋鸡养殖大镇，五里铺镇、曾集镇被评为全市生猪养殖大镇。

2012 年，全县畜牧兽医部门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 "345" 的总体

工作思路和创新转型、跨越崛起的战略部署，抢抓中国农谷和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发展机遇，以创建畜牧强县和元规定动物疫病区为抓手，以

打造生猪、肉牛、蛋鸡三大特色产业基地为目标，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转变发展方式，创新思路，狠抓落实，全面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任务。

2012 年，全县生猪出栏 88.64 万头，家禽出笼 1450.63 万只，牛出栏 6.09

万头，羊出栏 2.94 万只，禽蛋产量 41 015 吨，比上年分别增长 6.5% 、

6.77% 、 9.9% 、 3.89%、1.37%。 沙洋县连续 5 年进入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行

列，被省政府确定为全省畜牧强县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创建示范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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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大事记

1949 年

4 月，荆钟县人民政府成立建设科，委派农业干部涂继成管理沙洋

境内畜牧兽医工作。

1950 年

春季，拾回桥、后港 、 五里铺、沈集、曾集、 李市等地发生牛肺疫

流行，死亡牛 75 头 。

1951 年

9 月， 境内牛瘟流行。 荆州专署实业科派干部李成东、李邦才来境

内指导民间兽医开展牛瘟防治，首次注射牛瘟血清 1679 头 。

1952 年

11 月 ，成立沙洋兽医工作联合会筹备会，负责在境内成立兽医分会

事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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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3 月，成立沙洋、十里铺兽医分会筹委会。 境内有兽医 69 人，其中

会员 25 人 。

10 月，荆门县政府建设科选派五里铺周家福，十里铺吴坤山 、 黄于

泉，后港熊大海，李市方辉尧，姚集姚载宣等民间兽医到荆州地区农训

班学习 45 天，回来后到各区组织开展兽医脱产行医工作。

1954 年

11 月，成立五里铺、 拾回桥 、 李市 、 马良 、 沈集五个区兽医分会。

兽医 158 人 ， 其中会员 48 人 。 开始试行耕牛包医制度。 各兽医分会开展

种植中草药活动，用于疫病防治。

贯彻执行国家制定的生猪派购 、 派养政策。

q492 1955 年

5 月， 全面开展耕牛包医制度，荆门县畜牧兽医协会在沙洋、 十里铺、

拾回桥等镇设立牲畜检疫站，对集贸市场的耕牛及大牲畜开展检疫工作。

10 月， 兽医人员朱德清 、 李德泉、 李经营、 田兴发、 李振威、黄金

山等人被荆门县政府建设科选派到荆州农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境内和

潜江、江北农场等地任畜牧技术干部。

. 5 . 

1956 年

秋季， 82 名民间兽医解决吃"商品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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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成立后港、曾集 2 个区兽医分会。

贯彻执行中共荆门县委 、 县人民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生猪生产的联

合指示十条~ ， 发展生猪生产。

1957 年

2 月 3 日， 成立湖北省牲畜检疫站沙洋分站，开展过境检疫和对食

品部门的牲畜检疫。

贯彻执行荆门县委、县人委下发的《关于生猪生产的联合指示补充规定》。

1958 年

5 月， 荆门县畜牧兽医协会组织"生猪小挑花"创新技术比赛，李

市区高桥诊所兽医陈治金获得冠军。

8 月， 选派 45 人参加荆门县农业局在烟垢黄荡湖举办的第一期中兽

医学徒训练班，为期 3 个月 。

1959 年

贯彻执行荆门县人委发出的《关于各镇建立牲畜检疫站的通知~，

先后设草场 、 十里铺、 杨集 、 拾回桥 、 杨场、蚊尾、付场 、 朱老 、 毛

李 、 高桥、马 良 、 烟垢 、 姚集 、董场 、 邓洲、新城、柴集等牲畜检疫点 。

12 月 ， 民间兽医和畜牧技术干部被遣散回村亦医亦农。

1960 年

9 月 ， 荆门县多种经营局派人从荆州地区农业局良种猪场引进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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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监利猪投放到沈集等地，与当地麻城猪进行杂交改良。

1961 年

春季，畜牧技术干部杨矛安、王世龙等人在沙洋等地试制"猪瘟兔

化弱毒疫苗" ，用于预防猪瘟，取得良好效果。

4 月，拾回桥何成才、李市刘光银、沈集李振威 、 曾集李宗友、

刘光信等人被荆门县多种经营局选派到荆州中兽医训练班学习 3

1962 年

3 月份开始，各地兽医分会重新将民间兽医组织起来，当年境内人

会集体兽医共有 195 人 。

9 月， 在沙洋长林公社旧址，畜牧技术干部王世龙组织自制"猪瘟

兔化弱毒疫苗" 10 万头剂，用于预防猪瘟。

9 月， 首批畜牧兽医大、 中专毕业生刘绚君(女)、芦瑞诚(女)、桂

美椿、余章永、高奎雄分配至境内五里铺、拾回桥、后港、马良、沈集

农技站工作，时称"畜牧技术干部" 0 11 月， 5 人到荆州农校受训11 2 个月 。

1963 年

6 月 8 日，荆州地区农业局在沙洋成立"荆门县沙洋兽疫防治站"，

负责荆州地区汉江片的疫情报告、疫病诊断等工作 。 站长刘炳荣，职工

先后有佳美椿、刘绢君(女)、草成愚、许正华。

7 月， 沈集区兽医分会主任李振威被荆门县农业局选派到湖北省畜

牧兽医专科学校学习 6 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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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4 月和 12 月，荆门县农业局在县原种场和金虾河展览馆开办 2 期基

层兽医学徒训练班，境内有 49 人参加 。 蒋茂堂、刘绚君(女)、孔庆玉、

杨国汉、草成愚 、 李舜农、桂美椿等先后担任授课教师。

5 月，荆门县畜牧兽医协会在沙洋镇建兽医院，在五一路堤壤边购

房作为办公场所。 负责人李经营，职工孔庆玉、易清泉、赵传佑。

6 月，荆门县农业局调整境内检疫机构，设十里铺、沙洋 2 个检疫

站和 22 个检疫点 。 十里铺 、 沙洋两个检疫站分别由拾回桥兽医分会十

里铺诊所和沙洋兽医院管理，各检疫点由当地兽医诊所管理。

10 月，荆门县农业局畜牧股组织沙洋兽疫防治站工作人员在李市区

开展牛肺疫普查。

1965 年

3 月，沙洋兽疫防治站在李市区与潜江县交界处，继续开展牛肺疫

普查，用"补体结合反应"检验方法共检查 19 个村、 41 个生产队、 432

头牛，无阳性。

4 月，贯彻荆门县桑树育苗现场会议精神，大抓桑树育苗和嫁接，

用桑叶养蚕，沙洋农胜村桑树成片 。

5 月， 荆门县农业局刘绚君(女)从河南南阳瓦店引进南阳牛 3 头，

投放李市区兽医分会 I 头、马良区兽医分会 2 头，开展黄牛品种改良 。

7 月， 沙洋兽疫防治站组织境内兽医站开展耕牛血吸虫病第一次

普查，用粪便孵化法检查沈集、马良、烟垢 3 地耕牛 335 头，无阳性 。

7 月， 抬回桥李清银、后港陈公安被荆门县农业局选派到湖北省畜

牧兽医专科学校学习 6 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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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上旬 ， 荆门县畜牧兽医学校招生，境内 56 人(包括在职 5 人)

被录取，学制 3 年 。

9 月中旬，沙洋兽疫防治站挂美椿带领畜牧兽医学校学员 8 人，自

制"猪瘟兔化弱毒疫苗" 12 万头剂 。

19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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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荆门县畜牧兽医协会出资 4 万元，在农胜村 4 组修建平房 1

排，拟将沙洋兽医院迁址。 后因筹建沙洋化肥厂，房屋交厂筹建处，荆

门县财政局另拨款在兽医院原址建楼房 l 栋。

同月，荆门县农业局畜牧股股长代哲夫带队，杨矛安、蒋根宝、桂

美椿等人参与开展猪瘟普查，用"肾浸出液诊断"新技术检验五里铺草

场公社 6 头猪肾，未发现阳性，猪瘟防疫达到省定标准。 省畜牧局副局

长陈昌瑞亲临现场视察。

10 月， 境内开始推行生猪"两包"制度，即包防治、 包阉割 。

10 月 ，沙洋兽疫防治站挂美椿、许正华在站内试制鸡新城疫疫苗

1. 1 万羽，为周边农村进行鸡新城疫防疫注射，注射过的区域未发生鸡

新城疫流行。 制苗期间，钟祥县畜牧兽医站、 沙洋农场二分场派人参观

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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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

1968 年

9 月，沙洋兽医院和各区畜牧兽医分会接受 41 名荆门畜牧兽医学校

毕业生、 4 名荆州农校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生实习，随后分配到基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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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

5 月，根据荆门县农业局革委会的决定，荆门县国家性质的畜牧兽

医专业技术人员集中到沙洋 、 十里铺和荆门城关 3 地办公，沙洋办公地

点在沙洋兽疫防治站。

9 月 ，曾集区李舜农 、 烟灯区蒋茂棠、 沈集区高奎雄、沙洋兽疫防

治站桂美椿 、 许正华借用沙洋化纤厂场地，自制"猪瘟兔化弱毒牛体反

应苗" 20 万头剂 。

• 

1970 年

7 月， 沙洋兽疫防治站桂美椿和李市区兽医分会陈吕烈等兽医人员

在李市与潜江交界的 2个大队开展耕牛血吸虫病普查，用粪便孵化法查

验耕牛 288 头次，全部为阴性。

9 月 ，荆门县农业局畜牧股从湖北省桑梓湖畜牧良种场引进大约 、

中约良种猪投放拾回桥 、 后港、沈集等兽医分会组建生猪配种站。

1971 年

3 月，荆门县农业局从广东省四会县引进摩拉水牛 6 头 (4 母 2 公 ) , 

对本地水牛实施品种改良。

4 月，撤销沙洋兽疫防治站，大部分设备搬回荆门县畜牧兽医站建

化验室，少部分设备留给沙洋兽医院。

5 月，境内 7个兽医分会更名为畜牧兽医站，沙洋兽医院更名为沙洋畜牧

兽医站，集体性质不变。 境内共有集体兽医 296人。 其中，商品粮户口 219人。

10 月， 各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和妇联主任参加荆门县革委会在烟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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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周集公社崔院大队组织召开的集体养猪现场会，学习中央提出的"积

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两条腿走路的养猪方针。

10 月，拾回桥区李舜农在荆州地区率先开展生猪人工授精 。 拾回桥

区畜牧兽医站新建种猪场，生猪人工授精工作受到省、部级嘉奖。

1972 年

5 月，荆门县农业局在沙洋设立荆门县沙洋牲畜检疫站，与沙洋畜

牧兽医站合署办公，统一领导，站长李德泉。

1973 年

5 月，荆门县沙洋牲畜检疫站在沙洋五一路挂牌，与沙洋镇畜牧兽

医站分开办公，统一领导。 沙洋牲畜检疫站站长李德泉，职工阮忠杰。

9 月，荆门县沙洋牲畜检疫站在荆门县食品公司沙洋食品转运站开

展进出口检疫，开展"双证" (检疫证、免疫证)查验工作。

1974 年

7 月， 沙洋食品转运站暴发生猪一、五号病，波及 6 个区 、 1 个镇，

疫点 37 个，死亡生猪 1 226 头，急宰 322 头，停止生猪调运 2 个月，经

济损失 50 多万元。

9 月， 荆门县第一次普查大牲畜锥虫病。 境内集体兽医 82 人、防疫

员 183 人，分成 8 个组，用"补体结合反应"检验方法普查境内 139 个

大队、 6 个搬运站和 1 个军垦农场、 4 个大牲畜交易市场，普查牲畜 8840

头(匹)，查出阳性牲畜 34 头(匹)。

沙洋牲畜检疫站阮忠杰(后由桂美椿)试制鼠化弱毒疫苗，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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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生猪水泡病专用疫苗 。至 1978 年，共制苗注射出口生猪 20.8 万头 。

1975 年

6 月 ， 荆门县县长华清在沙洋旅社主持召开全县生猪购销大会，强

调做好生猪一 、 五号病防治工作。

秋季 ， 省畜牧局在后港长湖边建立饲料加工厂，以水草为主要原料

加工成颗粒饲料。 该厂于 1979 年秋移交荆门县粮食局管理。

10 月 ， 各区(镇)畜牧兽医站用"血液离心沉淀法"普查大牲畜锥

虫病 2 次 ， 共查验耕牛 1691 头，查出阳性牛 11 头 。 在李市区用贝尼尔

开展治疗试验，疗效很好。

10 月 ， 荆门县农业局在境内设十里铺、 乔姆、毛李 、 官坦 、 烟垢 、

姚集 6 个畜牧兽医站。 境内畜牧兽医站增加到 14 个 。

1976 年

5 月，境内各区(镇)畜牧兽医站站长赴武昌县山坡公社畜牧兽医

站考察学习制药技术。 之后，后港、沈集等畜牧兽医站建起制剂室，自

制部分兽药。

10 月 10 日，在沙洋召开荆门县科技大会。 期间，拾回桥区农技站

李舜农( 主刀)和十里铺畜牧兽医站董振华(助手)，现场演示水牛针

麻剖腹肠吻合术。

1977 年

春，华农荆州分院 9 名学员在沙洋畜牧兽医站实习 1 个月 。 实习结

束后， 9 名学员分别被分配到荆门县五里铺区、沈集区等地参加兽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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