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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府叶月坚副市长亲临抛线机割现场指导

农业局领导在研究工作

左起；郭秀雄、陈子基、粱孝章、陈石铨、朱敦池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陈宗源(右二)在县委

原副书记扬德辉(右三)陪同下到长宁检查工作。

县农业局领导在县农业生产总结会议上。

左起刘子基剐局长、原局长胡克均、陈副局长、现局长梁孝章。



石湾，罗阳，长宁、园洲被评为县先进农业技术推广站。

代表在领奖台上。

县农业局组织各镇农技干部参观柏塘新敲杂优稻示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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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村繁种场的“博优64”制种田。

平安镇澳头500亩连片“博优64”高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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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施用硼肥新技术验收。

长宁农技站筹办农业服务站与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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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应用除草剂试验。

大面积杂优丰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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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博罗是广东省最早建县的古县之一。从古文物的发现中可知早在春秋战

国时代，博罗境内便有我们的先人从事农业生产的耕作，距今已有二千多年

的种植历史，可谓悠悠岁月，历历陈年。

由于博罗地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素有“四

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间，暑热过半”之说，具备了农作物生长所必需

的光、温、水、肥等条件，农业生产向来比较发达，以至建国后成为广东省

粮，油、果生产基地县之一。然一个具有悠久农业生产历史的古县，却从未

有单独详尽记述农业生产的文字记载，未免令人遗憾。《博罗县农业志》的

编写出版，不仅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而且更显得其历史的重要性和现实的

必要性o

《博罗县农业志》是根据县政府的统一布置，在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

帮助下编纂而成的。以章节结构的形式，以时为序，横陈门类，按志书“详

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冠以概述、大事记，横分8章27节，末缀附录

和修志始末，以语体文，记述体的手法，详尽系统地记述了博罗农业兴衰起

伏的历史和现状，务求揭示博罗农业发展的规律，再现了博罗人民千百年来

为拓展博罗的农业生产而进行的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足迹。全

书政治观点正确，语句流畅通顺，资料翔实可靠，结构布局合理，而且力求

“资料性、科学性、政治性、可读性”聚集一体，以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

色。不仅弥补了IFt志中的不足，而且对借鉴历史，启迪后人大有俾益。

借此《博罗县农业志》出版发行之际，愿为同行和关心博罗农业发展的

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广大读者力荐，并和全县人民一道为创“三高”农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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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罗的农业生产再上新的台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为振兴博罗经济而共

同奋力拼搏。

谨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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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I；J,i瑟i个《决定》为准绳，力求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博罗在农

业战线上取得的成果，体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特色。

二、本志以章节结构成书，冠以序言、凡例、概述和大事记，横分8章

27节，并以此为志书的主体，末缀附录和修志始末。

三、本志依据“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重点记述建国以来博罗

农业发展的概貌，建国以前的择要记述，力求体现农业生产的发展规律，揭

示本质，体现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政治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的统一。所记年代，上至本事业的发端，下迄1990年末。

五、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及各时期的政府、官职等，均按当时的称谓，

不另加任何政治性定语。

六、时间，年代书以全数。凡公历年月日、统计数字，用阿拉伯字表

示I凡世纪、农历年月日，用汉字表示。

七、统计数字(含表格)一律以阿拉伯字表示，并以县统计局的统计数

字为准。

八、本志中度量衡，统一用标准的公制，货币单位则以“元”，“万

元”表示。

九，本志所用资料均来自本局档案室、县档案馆，县局属下各公司及农

业系统的有关人员提供的书面、口碑材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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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博罗县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东江下游北岸。介于北纬23。03，50u至23。431

20∥，东经113。497

50∥至144。45750∥之间。东接河源、紫金，北邻龙门，南界

惠阳、东莞，西靠增城。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今博罗县境内的缚娄等越族小

国，农业已有一定规模。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置傅罗县，距

今亦有2200多年的历史。二千多年来，农业生产占着绝对主导地位。直至

1985年以后才逐步有所改观。

据1985年调查统计，博罗县企县二}：地面积为2870．5平方公里，其中l L1地

占57．3％，丘陵占20．6％，平原占11．o％，水面占6．1％o有耕地839244

亩，其中水田638661亩，旱地200633亩，全县总人口为64．98万人，人均嗣}

地1．2亩。而1949年解放前夕资料统计，全县耕地面积为1 07．5万亩，全县总

人口29万人，人均耕地3．7亩。

博罗县地处北回归线上，常受南亚热带季候风的影响， “四时常花，三冬

不雪”，温光充足，雨量充沛，集水面积大，地表水资源丰富，为农、林．

牧，副、渔五业的生产发展，提供了优良的自然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下简称建国)前，博罗农村和垒国各地一样，

长期处在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受着官僚、地主、

恶霸的剥削统治，农业生产落后，自然灾害频繁，生产设施残旧，十年耕种几

年歉收，加上苛捐杂税承重，广大人民生活饥寒交迫。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了一系列的农村政冶

运动和各项经济体制的改革，解放了生产力，逐步建立了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

制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体制。农业技术部门从农业生产上的土肥、水利、耕作

制度，调整种植业等方面，积极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农业生产进行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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