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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宁区农机化志》书名的说明

农机化是农业机械化的缩写。2000年12月21日经国务院

批准江宁县撤县设区，2001年1月15日挂牌公布。农机化志下

限记事到2000年底，书名本应冠以江宁县。但原县辖区是整建

地纳入南京都市新城区，本志记载的江宁县农机化发展的历史与

现状，成果与经验，也就是新建南京市江宁区农机化事业建设的

史实和内容。本志送出版社出版又在2003年下半年，为反映现

实称谓和人们的习惯要求，所以本志定名为《江宁区农机化志》。

江宁区农机化志编纂委员会

2003年9月

日一n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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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继《江宁县水利志》出版后，区水利局又组织力量编纂《江宁

区农机化志》，这是一项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工作。全书展现了

江宁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与巨大成就，为农机化事业发展提供了

大量珍贵资料，将起到“存史、资治、兴利、教育"的作用。该志的

出版，甚是高兴，欣然作序，为之庆贺。

农业机械化是前人从没有做过的新兴事业，新中国成立后，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才发展起来。这部志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

记载了半个世纪以来，江宁区农机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经过农机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艰苦努力取得的巨大

成就，和对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这无疑

将会更加激励我们这一代人，加倍努力促进农机化事业沿着正确

的轨道持续迈进，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主要指标和重要内容，是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力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

率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前，江宁区农业十分落后，生产力水

平很低，广大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新中国

成立后，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改革农村经济体制，进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采取一系

列科学种田的措施等，使农业生产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作物产量

持续增加，农村经济大幅度上升，农民生活普遍步入小康。农村

这种翻天覆地变化，农机化在其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机化

的发展，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尤其是在抗御历史上罕见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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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983年、1991年和1998年的特大洪涝灾害，以及战胜1978年

和1994年的特大干旱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每次全区出动几万、

十几万千瓦排灌动力，把灾害减轻到最低限度，达到了灾而轻害，

甚至无害，确保了农业的增产增收。农机化的发展，让广大农民

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加快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放手从事

二、三产业。至2000年，全区农村总劳力33．94万人，其中转移

到二、三产业的有18．02万人，由1978年以前只占农村总劳力的

10％上升到53．1％，使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农机化的发展，带

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城乡、工农差别不断缩小。农机化的发展，对

于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抢季节、植物保护、改良土

壤等作用众所皆知。

江宁撤县设区以后，按照南京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和

都市农业集中区的三大定位进行建设，农业机械大有用武之地。

农机化是大有希望、大有作为的事业，全区广大农机工作者要借

鉴《江宁区农机化志》中有益的经验，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十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抓住

机遇，与时俱进，乘势而上，寻求突破，进一步加快农机化科技创

新和机制创新，积极推进农机装备适应性、区域性结构调整，全面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为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富民强区"

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做新的贡献。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邗磊



序二

序 二

时经二年，三易其稿，《江宁区农机化志》继《江宁县水利志》

问世之后，于新世纪第四个年头出版了，这是我区精神文明建设

又一重要成果。在我受命主持抓水利农机工作期间，能编成这两

部专业志，心情之愉快，不言而喻。

新中国成立前，江宁区农业机械很少。1934年大旱，全区始

见6部161千瓦抽水机灌溉。1946年原长江乡农民自购抽水机

12部127．3千瓦，以后又没有发展。至1949年全县只有9部

128．6千瓦。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机械化得到了不断发展。20世

纪50年代，主要发展以柴油机为主的排灌机械，部分发展拖拉

机。用于示范，开阔农民的眼界。60----,70年代主要发展以拖拉机

为主的动力机械。尤其70年代后期发展最为兴盛。80年代，以

推广麦类机条播新技术体系为主，发展其他各类农业机械。90年

代特别是“九五’’期间，抓住省农机化综合示范，全国水稻生产机

械化示范这两个项目在江宁建设的契机，农机化发展速度和运行

质量成了历史上最快最高的一个时期。在突出稻麦机收的重点，

抓住秸秆机粉碎还田的热点，主攻水稻机械化种植的难点上都做

出了新的成绩。至2000年，全区农机总动力已发展到了42．9万

千瓦，比1949年增加3 327倍，年均递增率达17．3％，每6．67公

顷耕地拥有农机总动力54．78千瓦。农机化综合作业水平已由

新中国成立初基本为零的起点，上升到72．1％。在全区基本实现

了农业机械化，改变了千百年来一直用人畜力和手工农具从事农

业生产的历史，谱写了农机化的新篇章。在农机化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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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经风雨曲折，有经验，也有教训，但所取得成绩是巨大的，主要

得益于历届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高度重视，得益于省市农

机主管部门的关心与支持，得益于区农机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

百折不挠，扎实工作，开拓创新，勇于奉献，用勤劳和智慧共同描

绘江宁农机化最新最美的画卷。

《江宁区农机化志》的编纂，坚持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新中国

成立后农机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及其所取得的实绩，是一部不

可多得的资料文献和农机战线上的“百科全书”。江宁区农机化

发展水平已达到中级阶段，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实力。但希望全区

广大农机工作者要认真阅读志书，“以史为鉴’’，吸取其中经验教

训，为农机化事业发展更上一层楼再作新贡献。在新的世纪里，

希望继续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农机适应性发展步

伐，充分发挥现有农业机械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农机化作业水平，

管理服务水平和农机使用效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为江宁区早日实现现代化再创新的业绩。

南京市江宁区水利局局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凡 例

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开拓创新精神，反映江宁农机化

地方特色，为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服务。

2．本志主要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多年来江宁农机化

发展的成果与经验。上限不限，下限记述到2000年，大事记沿至

2003年8月搁笔时止。

3．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层层相辖，力求严谨。篇首列总述，

篇末放大事记、附录、编后记。彩照集中于卷首，图表随文插附。

4．本志对行政区域及机关名称，一律按当时称谓称，后随其

变动而变动。

5．本志数据以归口农机年报和区统计局年报为准，一律采用

阿拉伯数字。

6．本志资料大部来自江宁区水利局档案室及区档案馆，部分

来自调查及知情人回忆资料。为节省篇幅均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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