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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古往今来，繁衍生息在冕宁这方热土上的居民，90％以上从事农～

耕。他们靠智慧与勤劳谱写出了这一特定环境下的农业发展史。然而

本地在从进入农耕社会的春秋时期至1989年的2800载的历史长河

中，还没有一部记述农业的专志。旧县志中虽偶尔叙及农业，但实属

凤毛麟角，九牛一毛。给不少志在探本溯源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留下

了桩桩憾事。新编《冕宁县农业志》，是冕宁第一部记述农业的专志。

大凡涉及农业的大事要闻、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都作了比

较详细的记述。目的是为了承先启后，保存史料，鉴古知今，嘉惠后

人。 ，

”

《冕宁县农业志》是在冕宁县地方志办公室直接指导，经全体修

志人员和全局同志的共同努力，并在各有关部门和领导大力支持下

完成的。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J
’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又缺乏修志经验，书中定存不少问题，诚望

各界有识之士及修志通家批评斧正。
‘

，

。 同时，也借《冕宁县农业志》完稿之际，祝愿全县农民、农业科技

工作者和农村干部，在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力拼搏，孜孜耕耘，谱写
出更加灿烂的篇章。

邹海南
一九九三年四月



凡 例

凡 例

1．《冕宁县农业志》上限不定，以可查资料为准，下迄公元1989年。
’

2．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本着存

真求实和略古详今的原则，在系统保存资料的同时，用大众化的语言，记述冕宁

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3．本志收集的内容，以1989年农业局分管的工作范围为限，不属本局管

辖，而又与本局业务密切相关的诸如农业气象、农业机械、农田水利、自然灾害

等，本志虽也述及，但从略。 ，
·

4．本志总体结构，除序言和一组反映本县农业概貌的图(照)外，其主体为

地理环境。农业生产关系、农作物、农业技术、多种经营、农村经营管理、组织机

构、杂录等八篇，以及概述、大事记两个部分。

5．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本局及县、州档案文献。访问所得的大量资料，经再

三核实、反复考证后也予收入。

6．本志新中国成立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但省去“公元"、。年"三字，

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7．本志度量衡计量单位，以历史习惯，用了部分原计量单位，但以公制为

‘主，同时尊重了各专业的习惯用法。
‘

8．本志所涉及的地方和行政设置，均按各时期变动情况记载。

厂“
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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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宁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介子东经101。38 7至102。267，北纬28。057至29。027。县城

位于北纬28。33’，东经102。107。东邻越西、喜德县，南接西昌市、盐源县，西连木里、九龙县，北

与石棉县接壤。县内公路纵横，总长460公里：成昆铁路经过境内漫水湾、泸沽和新铁村等

地。大道通衢，为工农业生产和卫星腾飞提供了方便。
j 一

’冕宁在春秋战国时已进入农耕社会。汉置台登县，属越谱郡。唐初仍之，属饼州中都督

府。肃宗至德二年(757)后，属吐蕃王朝。贞元五年复归唐。’元初置苏州和泸沽县。明洪武

二十七年(1394)改设宁番卫。清雍正六年(1728)裁卫置冕宁县。

． ‘解放后，东西县界曾发生变动，1959年西部相邻的金矿县撤销，所属罗锅底、泸宁两区

’划规冕宁。1989年全县幅员面积为4420平方公里，其中高山707．2平方公里，占16％；中低

山335§．2平方公里，占76％；河谷盆地221平方公里，占5％；峡谷132．6平方公里，占3％。

行政设置上，全县分设巨龙，泸沽、拖乌、里庄、泸宁5区，城厢、复兴、泸沽、大桥4镇，回

坪i宏模、先锋、宁源、里庄、锦屏等43乡，224个行政村，：1302个村民小组。有汉、彝、藏、回、．

满、土：白等20个民族，汉族最多，次为彝族。
j。

’

。 1989年末，全县总入口为271436人，其中农业人口246377人，占90．8％；非农业人口

25059人，占9．2％。县城城厢镇1989年常住人口为25470人。一 。

县境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为高山湖盆区，地形破碎，多为乱石荒滩，河床高过田面，耕地

集中于低洼地带。面积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19．4％，主产玉米、洋芋。特产有天麻、贝母和大

蒜。野生水果有棠梨和中华弥猴桃。中部中低山宽谷区，地势平坦宽阔，土壤砂粘适中，灌溉

方便，农作物种类繁多，耕地面积占全县面积的64．3％。主产小麦、油菜、水稻、玉米，是冕宁

的粮油高产区。土特产有后山梨、樱桃、板栗。此外，还有久负盛名的沙坝茶叶、回龙大麻以

及大石板、犀角湾的白萝卜。西部高山峡谷区，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岩石裸露，幅员面积大，

耕地面积小，田少地多，土壤碱性重，耕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16．3％。主产玉米和黄豆。特

产蚕丝、花椒、柑桔、油桐和核桃。野生水果有刺梨、山楂、杨梅、橄榄和救兵粮。此外，野生菌

类相当丰富，以松茸、鸡坝、木耳为大宗。’ ．

山脉分别从石棉、九龙二县入境，分为三列山系，即相岭山、牦牛山、锦屏山，统属大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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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脉。河流分属大渡河及雅砻江水系．北部南垭河发源于冶勒乡，由南向北流入石棉县，注

入大渡河。中部的安宁河由此而南流经本县绝大部分地区．西部雅砻江自九龙县入境后沿

锦屏山构成一袋形河套而出境。

冕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先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

多种作物的生长发育。冬春干旱，霜冻频繁，夏秋多雨，冰雹迭出．

境内土壤分属14个土类，22个亚类，25个属，34个土种。其中主要是红壤、黄棕壤、棕

壤、棕色针叶林土、暗棕壤五类，合计占全县土壤面积的83％。植被除耕作地带外，山地上的

覆蔽物有松、杉、桦、杨、栎等乔木和灌丛草甸。

●■_
●-_一

’
●

，

， F一 ， ．

4

‘
，

解放前本县农业生产相当落后，山区普遍存在刀耕火种现象，坝区耕作粗放，生产单一，，：

小春以种油菜为主，粮食作物极少。1949年耕地复种指数仅为98．6％．· ．
．·

．4+

解放后，本县经过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

j 民组织起来走合作道路，实行了一系列扶持、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全县人民先从兴修

水利、改良土壤着手，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继而采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引进培育优良品一 ·

种、增施化肥、防治病虫草害，提高复种指数等手段，使产量逐年上升。全县1989年粮食总产

10415万公斤，平均亩产258公斤，油菜籽总产114万公斤，亩产85公斤，分别是1950年的

3．7倍、3．1倍、5．9倍和5．7倍。小麦、水稻、玉米总产分别是1950年的302倍、2．4倍和16

倩·， ：．，j一， ：
-‘，一 一．．{一，， ；。一， ? 、一，-，一

j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快了农村改革步伐，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农村家庭 ’一，

副业、乡镇企业发展较快，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亩地”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农民生活‘ ．“

水平迅速提高。1989年农民入均总收入582．98元，是1978年的3．18倍，农民人均产粮422．5 ， ．，

公斤，是1950年的1．9倍。
’

。
． ‘、。|矿 ；7·_ ；，t

j’。t

198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3076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845万元，占37％f农业总产，
‘一

值8231万元，占63％。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工商各业协调、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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