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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年的努力，《宜春地区农牧渔业志》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区农

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好事。我向参与修撰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热

烈的祝贺。

宜春古称袁州，地处江西西北部，气候温扣，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青山

秀水，无不宜农，农业生产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西汉时期的王孚就称赞

宜春“田畴膏腴，厥稻馨香，饭若凝脂"(王孚《安成记》)。所以，宜春历来都

是江西省农业重点地区之一。建国45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地委、行署和各级党政始终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解放思想，锐

意改革，大胆探索，宜春地区的农业更是突飞猛进地发展。全区农业综合生

产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结构日趋合理，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业的商品化、

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建立了一批全国性的农产品商品基地。如粮食、棉

花、油料：肉类、生猪出栏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都达到或接近全省总量的六分

之一或五分之一，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全区共388万农业人口，1994年人

均纯收入达到1382元。农村经济的加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区国民经济
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全区10个县(市)有6个进入了全省十强县，1 98

个乡(镇)有52个进入全省百强乡(镇)，受到来我区视察的党中央、国务院
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

历史的经验证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

终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我们什么时候重视了农业，

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就健康发展，社会就安居乐业；什么时候放松了农业，

我们整个经济就会徘徊不前，社会就不安定。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

新矛盾和新问题，需要各级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继续大力探索，不断总结

三高农业新经验。我们真诚地希望，《宜春地区农牧渔业志》的出版，能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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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以史为镜的作用，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更快的发展。也

希望全区各界有识之士和广大干群在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开放、发展农

村经济中，继续加倍努力，锐意进取，谱写出更加璀璨夺目的新篇章。



我在本区农村基层及农业生产战线上工作了三十余年。自1983年10

月奉命到行署农牧渔业局主持工作以来，很想全面系统地了解全区农牧渔

业的过去，以借鉴历史经验协助地委、行署领导抓好全区农业工作。1 989

年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经局党组研究决定：组建班子、拨付专款、提供安

定场所，编纂《宜春地区农牧渔业志》。经过四年半的紧张工作，今已大功告

成。这是全区农业发展史中的一件大喜事。在此，我向参加编纂工作的同

志以及关心、支持编纂本志的各界人士，表示深切感谢。
。

《宜春地区农牧渔业志》是我区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全区农

业发展的史志。全书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和附录五部分组成。专志

包括资源、农业生产关系变革、土地管理、农业、畜牧业、水产、农业机械与

农村能源、机构沿革、农业科技教育、人物、谚语歌谣十一篇。内容丰富，纵

贯千年，横及百项。本志重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

区农牧渔业的发展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宝

藏，更加显示出了我区在贯彻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真令人鼓舞。
。

宜春是一个以农业著称的地区，粮食富足，享有江西粮仓的美称。宜春

的养殖业也很发达，农民在与自然界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种、养经验，

又经过数十年向农民推行科学种田、科学养殖，使现代农民已逐步掌握了

一定的科学种养技术。他们在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鼓舞下，继承前辈

艰苦奋斗改造自然的光荣传统，通过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的分析，定能

创出适应市场经济的优质高效农业和创汇农业相结合的新路子，把我区农

业生产推向一个新水平。



凡’4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新方法，搜集新材料，实事求是地反映全区农牧渔

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编纂了本地区第一部农牧渔业志。

二、本志分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和附录五部分。专志由资源、农业生产关系变

革、土地管理、农业、畜牧业、水产、农业机械与农村能源、机构沿革、农业科技教育、人

物、谚语歌谣组成，共十一篇。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入卷的序列。

三、本志内容以农牧渔业生产力发展为主，生产关系变革未作详述。立足当代，详

今略古，上限不定，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迄1992年。大事记延至1994年。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传、录等体裁，按篇、章、节、目结构排列；《大事记》

采用编年体；专志横排竖述，图集中放序前，表分别插入各有关章节。

五、本志按生不人传、以事系人的办法将主要人物记人有关章节，古代和当代对农

业确有可记述的事迹，分别以传记和名录记述其重要贡献，人物一律直书其名。

六、地名、区划、机构等以记事年代的称谓为准。历史朝代一律沿用通称，民国以前

采用旧纪年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成立后，简称“建国

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宜春地区档案馆、部分县(市)及萍乡市档案馆、图书馆，报刊、

省农牧渔业厅、省农科院、行署农牧渔业局各科、站、公司、场、所的专业资料以及袁州、

瑞州、南昌、临江府志、县志、《农业考古》等；也有当事人、知情人提供的材料。编纂时一

般不注明出处。

八、本志采用记述体编纂。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颁布《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的原则书写。建国后的数字一律换成公制单位。建国前

仍以原计算单位记入。数字来源以本地区统计局统计的数字为主，统计局未列入统计

的数字，则采用行署农牧渔业局各科站的业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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