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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垡÷ 士
刖f 吾

志者，记也．《金台区农业志》详今略古，博采英

粹，据以史实，秉笔直书，从1985年始撰，两番续编，

几易其稿，历经五个冬春，．成修于当今盛世。

本志以“资治、教化、存史静为目的，采用纵横编

排，图表并用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金台农业历

史，着重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本区

近四十年来农业的变迁、成就、经验和教训，为本区历

史上第一部熔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为一炉的专业志

书。内容涉及农业大事、机构沿革、资源条件、行业生

产、科技推广、乡村变革、先进人物、自然灾害等诸方

面，不啻于本区农业部门的—部。小百科全书一。

志中正误疏漏在所难免，企以正镜旁鉴。‘

．志之所成，端赖众力，在此一井陇谢。

王书奎

一九九0年十二月



凡 例

一、《金台区农业劫以建区后为重点，资料收集到1989年
止，部分内容延至搁笔。

二、本志以《金台区志编写规定》为规范，按时间顺序，采

用记述体和语体文编写。

三，本志横排纵述、事以类从。正文按章、节二级结构编

排。大事记用编年体。

四、记述采用第三人称称谓，朝代、地名、人名均按当时习

惯称呼。

五、公元、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均采用阿拉伯

数字。农历年，月，日一律用汉字。

六、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

七、汉字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为规

范，标点符号，语法修辞，力求规范化。

八、本志所用数据，以《宝鸡市金台区统计年鉴》、《金台区

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报告集》、《金台区土地资源调查报劫
及金台区农工委有关年报统计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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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金台区地处八百里秦川西端，为宝鸡市两辖区之一．北依台

原，南临渭水，金陵河、玉涧河、硖石河及宝鸡引渭灌溉渠穿境

而过．川道原上土地平坦，北部坡区梯田层层，农业生产条件优

越，生产历史悠久，农村经济发达。境内有以金台观为代表的文

化古迹多处，人文历史源远流长，乃中华民族古代文化重要发祥

地之一．

远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已在本区劳动生息，从

事农耕渔猎。辖区内北首岭、温家寨、王家碾、高家坪、金大

堡、韩家崖、刘家崖、代家湾、福临堡等十几处已考古证实，本

区曾是原始部落密集区．位于金陵河西岸台地上的北首岭遗址

(龙泉中学院内)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出土的石斧、石

锄、石铲、石矛、石球、渔叉、陶刀、陶球等生产工具和粟，充

分证实，先民很早已凿石为器，从事原始农牧渔猎活动。另有考

古证实，本区是姜姓部落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相传炎帝神农氏

。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斫木为耜，揉木为末”，“教民农作”，“耕

而作陶”，开始驯化动、植物，标志着原始农业至此已经形成。

周以农立国，始祖弃教民稼穑，兴农扶桑，广种麦、黍、谷、稷

和桑、麻、瓜果，造就了一代盛世．秦朝改革生产工具，以铁代

石，促进生产发展，并奖励耕战，以粮足而国强雄踞众国之前

列。汉时以农为国本，兴修水利，“带田法”耕种，形成。凡耕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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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于趣时，务粪泽、早锄、早获”的农业生产经验，传统农

业体系初显雏形。进入隋唐，农业、畜牧、蚕桑同时发展，形成

较为合理的生产结构，种植绿肥，养地肥田已得到广泛应用，并

有菜园菜圃出现，清代农业有了新发展，以产优质小麦、红白萝

卜闻名而上贡。民国时期，已有农业技术组织，引进推广了蚂蚱

麦等优良品种，硝酸铵、骨粉等新型肥料开始在农田施用；以畜

禽饲养和手工业、饮食服务为主的副业生产有所发展，并有私人

奶牛场从事专业|生奶业生产。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本区劳动人

民世代相传，在奴隶封建制度的桎梏及小农经济的的束缚之中，

克服自然灾害袭击和内外战乱的摧残，经历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坎

坷，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本区传统农业，并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

程中，推动农业缓慢发展。1 949年粮食亩产为五六十公斤。

宝鸡解放后，经过清匪反霸，土地革命，消灭了封建土地私

有制，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耕者有其田”，农民群众生产积

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1952年开展生

产互助合作运动，小麦优良品种碧蚂—号大面积推广，以养鸡养

猪为主的农村副业有了大发展。1953年，粮食亩产增长到100

多公斤，为1949年近二倍。

50年代中期，在全国性农业合作化运动热潮中，政府开始

把农民组织起来，以集体方式进行生产，管理和分配。1953年

实行互助组，1954年始建初级社，1956年建成高级农业社，

1958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对扶持贫苦农民发展生产，兴修

水利，推广应用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措施，起到了历史性的

推动作用，农业生产空前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优

越性。进入1958年以后，由于要求过急，工作缺乏经验，生产
一2一



组织形式脱离了当时生产条件和人们的思想觉悟，农业生产在

。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公共食堂”的“浮夸风”、“共产风”中

遭受挫折，加之自然灾害影响，出现了三年困难。1962年后，

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从1963年开始，农村

开展以“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重点的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由于工作方法偏激，挫伤了基

层干部的积极性，使刚刚恢复的农业生产，又受到一定影响。

1 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殃及农村，农业机构瘫

痪，在“政治挂帅”、“以粮为纲”的口号下，批“唯生产力论”、割

“资本主义尾巴”，生产技术无人过问，多种经营生产受到限制，

农业生产处于徘徊局面。1970年春，开始掀起“农业学大寨”运

动。1 971年3月，金台区成立，辖陈仓、长寿、四季青三个人

民公社。之后，区农林局及农机公司、农技推广站等农业生产服

务机构渐次建立，生产秩序有所改善。此期，在。全党动员，大

办农业”的号召下，各地大搞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活动，农田基

础条件有了很大改观。在粮食生产上提出上“纲要(亩产200公

斤)”过“黄河(亩产250公斤)”的要求，区、公社、大队都成立

了农业科技组织，技术推广有所重视，粮食生产有所发展。

1976年lo月，浩劫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粉碎

。四人帮”而告结束。1 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恢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的优良传统，实行xCJ'i--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农村备业

生产逐步由“以粮为纲”的圈子走出，步入发挥优势，讲求实效，

健康发展的轨道，农村经济开始好转。

1982年后，农村逐步实行不同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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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菜、果生产的责、权、益关系基本理顺，调动了广大农民的

积极性，束缚多年的生产力得以解放。与此相应，专业奶场、林

果苗圃加强管理，完善生产责任制；部分村组组成新形式生产联

合体，开展双层经营服务；农科机构在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

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积极开展技术服务，示范推广

适用增产新技术。同时，蔬菜市场放开，粮油实行“双轨”购销，

农村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各业生产发挥优势，协调发展，农村经

济大幅度增长。1989年，全区粮食总产4731．6吨，亩产216．5

公斤；蔬菜总产37000吨，亩产3700公斤；大家畜、生猪、家

禽饲养分别发展到1257头、171 l头、4．8万只，鲜牛奶产量

2257吨，禽蛋产量387吨，全区农村经济总收入7508万元，农

民人均收入757元，分别是建区当年的1 2．9倍和5．6倍。

金台区农业生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和广大人民众

志兴农，四十年来经受住了自然灾害的侵袭和政策失误造成的曲

折，推进农业跨入繁荣兴旺的新时代。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

农田耕作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川滩实现了水利化，北坡达到梯田

化．科技服务体系基本健全，农业科技不断进步，科学种田和饲

养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粮油生产面积

有所减少，单产不断提高，菜、奶、果成为郊区农业生产的重

点，农村副业(包括乡村企业)向多门路、多行业发展，成为农

村经济的支柱行业；农村能源建设得到重视加强，基本形成了

“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综合发展”的城郊型

生产新格局。



第二章大事记昂一早灭争了已

1971年

3月27日，金台区成立(县级建制)。12月8日市郊委撤

销，陈仓、长寿、四季青三个人民公社，32个生产大队划归本

区。
’

5月5日，陈仓公社南坡大队滑坡，死亡27人，其中3户

全家丧生．

1972年

本区派张东茂等lO余人，前往海南岛繁育。陕单一号”玉米

种子和誓原杂12号”、口晋杂4、5号”高粱种子。

市农科所进行川原肥水资源普查，本区有肥水井93眼，占

普查井数的36．8％．

全区首次移栽高粱364．5亩。团结大队移栽的l 3．3亩，亩产

444公斤。其中3．9亩，亩产577公斤．移栽小麦43亩，亩产

364公斤． ．

1973年 ．

陈仓公社代家湾科研室1．6亩黄白单交玉米，亩产516．5公

斤，创当年最高纪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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