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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主兑 同月

为了使予了解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菌成立或来，奇古潇省种植

业发展状况，总结汲取农业社会主义建运经验教词，加快农业建

设步伐，特主高辑本《大事记》。

本《大字也》编写，遵揭实亨求是均科学翠射，力卓适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现点和方法，窍穹靠的亨实青椅，按

照芋物的本来西日记这.

本《大事记》起自公元，19(9年，车于公无，1987年，其内容包

捂全省农业方萄的 z 方针、政策、政令、决定、法规、重要会议、

生产体制变革、重大生产布局谓盖、生产基地主主运、县级民主轧

韵沿革、地级以上单位领导人支边、高级知识分子、省级劳动模

莲、理家领导人和著名人士工作视察指示、有专业技术学会和协

会建~，受奖科技成果、农业资源和经济调查、专业性普查、主

妥外亨活动和技术交琉与外苛科南、新品种和新技术引边与应

用、主妥农作物高产记录、名优特产品、农业产值、粮食与经济

作物产量、重大白热支害和亨故与夫误等。

本《大字记》叹编年体为主，辅之叹 i己亨本末休，一亨

记. xt3号越数年的事件，适当集中，一次或几次记逞。记过现

年、月、 EI JI)程序排到，有月日者记明月 EI .窍不清者记入a是月飞

月不清者记入"是年纱，同日、同舟、自年者以"1:::，.纱表示。

本《大字记》在记述公元1954年 11 耳 3 EI 王公元1958年 3 月

革宁夏;fJ-与甘肃省合并期间的大事宁，每年年玲均J:.地渴积、耕

. t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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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幸灾、持耕播种局积和产量、农业产值和互助虹、农业生产合

作社字不包括宁夏省的数字外，其余条文中的各种数字均含宁麦

有的数字。几农作物面叔、产量加注〈按)的数字均未源于在统计

局公元.1981年结印的《甘肃省吕民经济统计资计》。年终就食学

产数字包括复种。甘肃 :{z业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仅是农学、植保、

土嚷农化、园艺、农田水科、农业经济等专业及基础谭方面的。

本《大事记》持资计主要来源于甘肃省档案馆、 图书馆、

农甘肃日报>> ，甘肃省在业厅和畜牧厅档案室、机要室，还有一

部分来自甘肃在业大学、甘肃省农业科学皮、省农业厅各处室和

厅属各单位，以及个人收藏的奇特二

本《大事记》在瑞写过程中，许多领导和专家提出了宝贵的

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本《大事记》中记边的内容，由于资转浩繁，编者水平有

限，取舍不当、疏渴错误在所难免，祈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1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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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7 月

268 甘肃行政公署成立，初设农林处。

8 月

268 甘肃省省会兰如解放。至12月 15日全省俱告解放，

A 中医人民解放军兰翔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内设农林

处〈与甘肃行署农林处为一个机构，两个牌子〉。王子端、薛兰

或先后任处长.

288 兰炖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甘肃省建设厅@
A 兰知i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代表崔步攘接收甘肃省在业

攻进厨、三青医匾艺场。

318 兰炜市军管会为统一领导军营时期财政、企业、工
商、金融、农林等之接收管理，设立了黠经委员会。由张宗逊、

张德生、黎化富、史唯然、辛兰亭、杨一术、余建薪、石现之八

人组成。张宗边为主任，史唯然、黎化南为副主任。

A 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遥告责成军管会文教委员会接管
各学校及文教就梅。军事代表辛安亭、刘海声分别接投雷立西北

农业专科学校和甘肃省立兰捕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9 另

26吕 留用甘肃省农业政进厨56人。其中z 藏士 1 人，大学



本科10人，夫专 8 人，中专14人，寓中 1 人，中学 s 人z 荐怪技

士 1 人，技士 6 人，技住 8 人，会计员 2 人，技术助理员 5 人，

办事员 3 人，技正 4 人，统计员 1 人，股员 1 人，技术员 3 人，

会计主任 1 人，总务主挂 1 人，所长 1 人，工人19人。

是月 在甘肃行署文教处登记立案的农业瑕业学校有=甘肃

省立兰如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甘肃省立l播说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甘肃省立泾)JI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在立天水新黯韧级农业职业学

校。

10 月

58 甘肃行政公署第一次专员联席会议决定E 甘肃省农业

改进所推广站、农业改造萌试验场、气候蹦量所合并为一个抗

梅F 各地农业扭袍，在行政上接受专暑领导，业务上受甘肃行署

农林处指导。

278 甘肃行政公署通令各地严禁种撞大姻与私贩大姐.如

被查获，黯没收烟土舟，并受法律制裁。

288 中共甘肃省委发布关于新区在村工作指示指出， "正

确掌握政策、实行合理负扭"， 44消除群众顾虑，解决群众国

萃，领导群众镜复和支展农业生产"。

11 月

19吕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取缔掺水掺杂，提高原精品质，便

利运锚，保护棉农、工、离及消费者利益，旗布了棉花暂行捡撞

办法.

z 



12 .ß 

88 中华人民共和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囚次会议决
定，成立苦肃省人民政府。

是是 全省小麦，经历年在I种试验，在冬麦区育或金大西北

302、兰麦、梅JII红麦，在春麦区育成武功774、美国玉皮麦及美

国96夸等。杂粮在天水育成提高12号高梁，较农家品种增产
48.2%。在赣县育;或的撞安438号洋芋，丰产、康佳、抗病性强。

A 接管与该复原甘肃省农林、畜坡、水利等机构29个及所

属单位86个，干部900余人，其中技术于部占65% 以上，对原有

λ员，采取留蜀，遣散、送学写三种品法分躬处理。

是年

全省恙耕地西积5045.51万亩，其中 E 有效灌溉471.15万亩J'

保证攘攘238.86万亩。

全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4321.85万亩，其中 z粮食作物3954.77

万亩，平均亩产104斤，总产量412004.21万斤，经济作物204.48

万亩。其中z 棉花24.96万亩，总产539.65 万斤F 油料164.39万
亩，总产10161.59万斤。

全省农业恙产值中的纯农业产值，按1952年不变赞格计算为
3"8597万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54472万元，占农业总产盘

的69.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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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 1 月

1 8 由主润屋为大队长的甘肃省农林厅小麦药剂拌种工作

虱，赴泉兰县秦王)1[ ，西岔及壤中、 i拖混等县进行实施拌种.

8 吕 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兰到成立。

108 甘肃省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提出1950年全省

的经济建设以恢复和发展农校业为中心，奖黯农业和畜牧业生产，

整顿和改造J8有的合作社〈指供销合作社的前身) ，保证生产品

和生活必需品的交流。农村民民主改革要根据老解族区〈竿池、

环墨、曲子等〉、半老解盘区〈庆捕、合水、镇累、正宁、宁县

等〉、新解武区的不同情况分黠进行。

是月 中共甘肃省委1950年工作计划指出，竟在甘肃广大新

区的工作童心在农村。在农村，秋较前普遍民剿匪为中心，有重

点地进行反恶霸有读程斗争。争取秋收前全省范围内消灭土匪。

秋收后在农业地区普遍开展减租运动，并在部分地区条件成熟

时，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在农业区普遍组织农会。开好区乡农民

代表会议。各县应有重点地组织昆兵。完成乡村支部整理工作。

消除群众腰虑，送行春耕准备，争取农业生产水平被复到解放前

的水平。

2 月

9 吕 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生产救灾揭示》指出，自

￥ 



于去年天交歉收，战争破坏，西北各地部分农民在生活或生产上

发生困难，特别是甘肃临夏地区己发生严重冬荒。指示要求各级

政府立即发动与组织人民生产自救，互助救济，务必做到不要饿

死一个人。

258 中共甘肃省委向全省各地发出电报，确定今冬至明春

土地改革的范围是z 庆阳分区之薪区全部进行土改F 平凉分区之

平凉、灵台、崇信，天水分区之天京、秦安、迢渭、吉谷、武

山，定西分区之是西、输Nq:t、静宁以及率兰等共13县之大部或部

分地区进行土改，武部分区及成县、礼甚、西和，戴县分区之眩

w、漳县、渭源、会)1/等共 7 县之个刻地区进行土改的重点试

办s 其余各分区各县或医解鼓较远，或因处于边境，或西民族问

题复杂，或因干部条件不移，今冬至明春暂不进行土攻。

是蜀 中国人民解敢军兰炖市军事管部委员会农林处和甘肃

行署在林处改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农林厅。薛兰斌任厅长，黄正清

〈藏族〉、马圣烈〈回族〉、:陆为公任Ig厅长。

3 月

8 吕 为争取农时，完成粮食增产，中央给甘肃省 6 万市石

小麦的农业生产贷款。甘肃省人民政府将此项货款分为籽辑、耕

畜、农具、小型水利、铺砂等 4 种.贷款对象主要是贫苦好劳动

酶缺乏生产资料的农民事办法是棍搪署、市所在地小麦市赞折合

人民市无患贷给s 各项贷款2 侯秋收后全部收国妇仓，在i备来年

周转使用.

198 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舍，决寇将西北农业专科学校
并入西北农学院。

208 甘肃省人民政府颁发禁熠禁毒布告，禁莉:鸦片和吸制

毒品.

5 



258 甘肃省第一次在民代表会议在兰到举行。会议确定

1950年农村工作任务是z 生产节约，敦灾备荒，普遍浦程，部分

土攻。会议通过了省委书记张德生《关于1950年甘肃农村工作任

务》的报告和《甘肃省县区乡各级农民楼会组织章程>} ，选举成

立了甘肃省农民播会，张德生任主任委员。

'张德生的报告指出 z 要提倡自由借贷布互踌互济，保证有错

有还。严禁宰杀赞畜，损坏农具，砍伐树木等破坏行为。不要荒

废一亩土地，注意多上肥、选好籽、勤耕细作，防止病虫害，铺

压砂埠，改襄农作。选举和奖励劳动模莓，提f昌和鼓黯妇女参加

生产，教育和改造懒人，使农民个个积极生产，无人游手好闲。

... <<甘肃 a报》发表《视省农民代表大会开幕》的社论

说z 首届农民代表会的任务是z 确定今后农村工作布农民运动的

方针、任务有步骤。这就是贯彻生产运动，放复农业生产水平，

救济灾荒，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9 继续肃清土匪特务，确保社

会革命秩序s 普遍实行二五棋程，锯底改造农村政权。为今年我

后在甘肃部分地区实存分盟土地打下良好的基础。

2G8 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 1950年甘肃省农业生产计划儿

计结梭食生产在老区一戴较1949年提高一成F 新区在过去平常年

景的基础上略加提高，每亩平梅增产 1 斤，可增产4000万斤。棉

花在原有基础上，再增植 1 万亩F 在亩平均产量23斤皮棉的基础

上，再增产 2 斤，争取全省增产皮棒63万斤。

是R 西北军政委员会兰州病虫寄院常站建立，辖甘肃、宁

襄、青海三省.

4 月

208 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新区土地改革及借贷政策

布告》。确定1950年秋收以前，在薪区一律不实告分配土地的建

4 



革.秋收以后，庆阳分区的全部新区，平凉分区的平凉、二疆)11 、

灵台、崇信，天水分区的天东、秦安、甘谷，定西分区的是西、

输中、静宁及率兰县等11个县的部分地区或大部分地区，实行分

配土地的改革。平凉、天水、定西三个分区的其他县，武者豆、蜗

县、 1瞌夏、武威、张掖、酒泉六个分区的全部地区，今年教收以

后，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

解放前劳动人民向边主、富农、高利贷者所借债务，如付息

超过原本一倍者，停患还本，付息超过原本二倍者，本患停持。

解敢言营农民之间结贷关系以及地主、富农历经营之工商业范围内

的来往帐债，一律照常生效，其付息还本办法，按照豆豆方原有张

约或双方协议进行。解敌后，不论农员或地主、富农及鼓张为:生

者，凡按照遗常利息自由议定的镜务关系，主专被认为合法，政府

予以保护，不得因此加重贷方韵负担或高定其成份二凡地主专 L富

农囡生产敦灾费出的粮款，在土地改革时，‘不于没收或缸按分

起.

飞

5 月

88 甘肃省人民政府农林厅转发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重
要农情报告办法)) 0 <<办法》指出、事雨、气候急骤变化或发生

水、旱、风、雹、虫、病、兽、疫，其情势较重大者，立即电

报，情势较微缓者，快邮报告。一毅情况翻按规定定规综合摄

告。报告时必须将发生地点、经过、范围、程度及如何措置，具

体据要叙明。特~J对于受害程度、成灾与否，要求切实估计，力

求准确。

118 甘肃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即发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指示

及《五年良种普及计那草案》与《怎样选抗锈病小麦>> ，要求各

县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切实进行办理，

7 



18B 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活跃在持借贷指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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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目 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夏耘和夏收工作的指示>>.

要求各级政府发动和组织群众，抓紧时闰进行锄草，作到组铺、

块镇、草亮苗壮为目的s 如紧迎接和保护夏牧工作，发动群众进

行药灾，继揍坚持农村自由借贷，保证有措有还，做好挑选良种

工作.

四E 甘肃省人民政府农掉牙扭定出《发动群众拨除谷类黑

疆病的办法)) .要求拨除麦类散黑粉病、小麦腥黑穗病、小麦杆

黑粉费、大麦和燕麦坚黑穗病、谷子黑穗病，廉子黑穗病、玉米黑

疆病、高架丝黑穗病、高梁辈革黑穗病、高粱散黑穗病病栋。

138 甘肃省人民政府农林疗转发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防
治捧蔚的指示》。要求除自省农盘改造蔚开始进行有重点地防稽

外，各檀棉县要发动群众，房英草水送行前治。

298 甘露省人民政府农林牙转发《粮食作物品种雄寇与种?

子鉴寇办法草案>> 0 要求依靠群众， 1人大蜀中发现良种.

7 月

28B (<苦霹日报》报道，甘肃省农业改造所于去冬今春发

动原西北在业专科学校和省立兰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部分学生，

经成麦病防治工作鼠，是牵兰、输中、 i悔混等地进行基点示范

"谷乐生"持种防措小麦握黑穰、大去坚黑穰及廉谷散黯穗等

病.

幸



8 月

4B 中共甘霸省委提出今年在庆陪分区的全部薪盔，造持
土地改革。全省其他汉人地区，普遍实行减程，蕾不进行土地政

革.在少数民族聚嚣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及黯程清镜，集中力

量，做好员族团结工作，反对土墨特务，进一步安定社会秩痒，

进行生产.

在土地改革中，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工耕种的土地及其他

财产F 征收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耕

畜、农吴、多余的稳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F 在分配土地时，

同样也留给或分给地主一份，除开这些以外，地主的其他财产，

每摆地主所经营的工商业在内，不予没收.

今后在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应该是怯靠贫农、庭农，团结中

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洁灭封建剥离自制度，发展农业

生产。

各级农民楼会，应该成为土改和减租队伍的主要组织澎式和

执行机关。

15日 西北军政委员会主黯彭德怀、副主席习仲黠、张治中

发布命令，令陕西、古肃、宁夏、青海、新疆省人民政蔚、西安

市人民政府，自 1950年 8 月 16日施行《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农衬

减租办法》。

198 甘肃省人民政府奉西北军政委员会命令，转发中央人

民政府毛泽东主席 6 月 30日命令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改革法儿

25日 历时32天的中嚣共产党甘肃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兰州

闭幕。会议决议中提出 2前吉肃全党和全体人民局基本任务是，

深入发动与组织群众，茜结各族各界广大人堤，全力肃清女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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