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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八三年以来，7因机构改革，领导人员更迭，曾任青川县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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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委，县政府的关环下，在县志编委的热青指导下．经过编者四年多时间的艰苦

努力，《青川县畜牧志))定稿闫世了。 1，、’．

畜牧业早于种植业。传说在远古渔猎社会时期，伏羲氏就教人饲养畜禽，这是最早

．的畜牧业，后来神农氏教人种植谷物，方才出现种植业．黄帝时期就有相当高明的兽医

伯乐，．“伯乐相马厅的故事世代相传，被推崇为慧眼识人才的鼻祖。但进入封建社会以

后，畜牧业逐渐降为从属于种植业的地位。 。

’

青川的劳动人民素有饲养畜禽的习惯，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史籍上对有关

畜牧业的记载却寥寥无几。现在确定专业技术人员编写(<畜牧志》，以填补其空白，这

实在是一项服务于祖国社会主义“四化一建设，惠及子孙后代的大事，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要求。
7

。r

t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青)|1畜牧业出现了大发展的好局面，肉，禽：蛋，奶等

畜产品稳步增长，逐步改变着人民的食物构成。《畜牧志》将为发展青川畜牧业提供历

史借鉴。
”

7 ．一’。
一

在编写过程中，编纂人屡经过内查外调，广征博采，摸清了自民国31年(1942)青

(JiI)平(武)分县至1985年共44年畜牧业的发展概况，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然后运

j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分析鉴别，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廖j本着

远略近详，实事求是的原则，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畜牧业发展状况，机构变革，科技事业、疫病防治、畜禽改良、种草养畜和

兽医教育等内容，具有一定的学术及实用价值，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畜牧兽医史料

书．欣逢出版之际，写下这篇短文，聊以志喜，不敢言序．

屎街川县畜牧属届长 龚洪泉

。‘ 1987年10JeJ
I．

●

I



凡 j 例

-， 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本着远略近详、实事求是的原则编写本志。

二、文体·白话文、记述体。
’

．，
．

，三，起迄：上限1942年，下限1985年。

四、结构：以章、节、目安排层次，横排纵述，辅以图表．。 ．∥

五、纪年：建国前用民国纪年加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六、货币。建国后以“元、角，分黟为单位。 一．

‘

jj七、重量：采用公制“公斤、克"计量单位。

八，面积：以誓亩黟为单位。

九、称谓：地名及行政组织机构沿用当时多称。

十，畜禽统计年报以计委，统计局的数字为准。

’十一、资料来源：以档案资料为主，兼纳少数口碑资料及实物资科．

十二、重要文献入“文存黟。



概 述

。中华民国31年(1942)8月，青(川)平(武)分治，复置青川县．然而在40年代

这样一个战争频仍，民不聊生的多事之秋．机构的分合完全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国 ．

民党青川县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据统计，在短短七年 ，

(1942--1948)时间内，牲畜屠宰税率就提高了3％，严重打击了农民的养猪积极性，

到1948年，全县生猪存栏人平仅0．09头。加之山区缺医少药，疫病也直接威胁着畜牧业

的发展．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畜牧业，及时指派畜牧兽医

干部到农村去组织和发动民间兽医，建立基层兽医机构，开展疫病防治工作。．1956年4

月1日，城关镇家畜保健站的建立，成为青川县第一家合资联办集体企业。在它的影响

下，青溪，乐安、白水、姚渡、三锅、关庄，骑马，：大石、茶坝等乡(镇)家畜保健站相·

继建立。到1960年，全县36个公社除朝阳，新顺、三元，楼子外，全部建立了畜牧兽医。

站(1958年lO月人民公社化以后，乡，镇家畜保健站改名为公社畜牧兽医站)。1962年

精简兽医机构，全县仅保留了乔庄，白水等九个站。1963年秋，贯彻国务院((关于民间

兽医工作的决定》的指示精神，公社兽医站全部恢复，1965年春．省内刮起了一股大欢

兽医站的风，乐安公社兽医站因此封闭。1368年秋，学习“灵宝黟、“盐亭黟经验，人

兽医疗机构合并，兽医工作曾一度放松。1970年秋人兽医疗机构分设，公社畜牧兽医站’

得到进一步巩固，终于结束了兽医。三起三落”的历史。到1985年底，全县专业兽医发展

到123人，比1960年的47人增加了1．6倍。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h兽医的社

会地位不断提高，不仅工作条件有了显著改善，而且在工资、口粮，社会福利、退职退

休等方面享有与公社其他集体企事业单位职工相同的待遇，这在建国前是根本不敢设想

的。同时，公社畜牧兽医长年累月工作在基层第一线，以自己的优质服务获得了农民的

信任，赢得了社会的尊重I昔日的，下九流黟，变为今天农村的一支不可缺少的专业技

术队伍。
7

． Lr． ：。．． ．

一

，‘县畜牧兽医组织机构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革过程。．1953年以来建立的青川县畜牧

兽医工作站，一直分别隶属于农建科、农业科、农林水利科、农林水利局、农水局。1981年

4月7日，青川县畜牧局成立，1983年12月机构改革时又与农业局合并，1985年10月复分

置。截军_1985年底止，畜牧局职工共32人，是1953年畜牧兽医干部人数的16倍。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全体畜牧兽医工作者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在防疫灭病，畜牧生产，，

品种改良j种草养畜和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或突破，其中有三项荣获地

!(市)级科技成果四等奖。 ：

建国以后，畜牧业变化很快，但也经历了一番曲折的甚至是痛苦的认识及发展的过

程l建国初，党和人民政府积极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私有制畜牧业得到保护．

3



增长迅速。但是，1953年10月人民公社化后， “左力的思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高喊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共产风黟盛极一时。在这种方针指导下，私养牲畜统统折

价归社，兴办百千万头养猪场，统一饲养，在猪栏不足、饲料缺乏、管理混乱的情况下，

使畜牧业空前大倒退。1962年春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级所有，队

为基础力的分配制度，下放生猪，在积极发展集体牲畜的同时，鼓励私人养畜，使畜牧

业恢复了生机。1966年， “十年内乱"开始，畜牧业的发展又遭到干扰破坏。在较长一 ．

个时期内，把发展家庭养殖业当作资本主义复辟进行批判，限制或禁止私养。粉碎。四

． 人帮厅，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清算了饫跃进彦和搿文化大革命黟的
■错误，坚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了以。大包干力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

集体猪场解散，集体耕牛折价归户，开放农贸市场，发展私有制畜牧商品经济。‘几年来，

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据统计，1949年全县畜牧业总产值仅156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14．9％，1985年达到1231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0．8％，ELl949年增长了6．9倍。

建国以后，畜禽品种改良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二十多年来，先后引进了荷兰牛、秦

JIl牛、平昌牛，德昌水牛、南阳牛等优良品种，为改良青川本地“狗头牛’’增添了新的

血液。特别是1979年引进先进的耕牛冷冻精液人工授精技术以来，品改工作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青溪、三锅、桥楼0自水、天隍，乐安、前进、乔庄等十多个公社先后 ．

‘建立了冷配点。1979一1985年全县配种3127头，产仔1983头。冻精品种有瘁拉水牛，西

门塔尔牛、利木赞牛、海霭特牛、短角牛，其杂交～代在体格、劳役、产乳量、肉质等

方面都显著地高于本地牛，尤以西门塔尔、摩拉杂改牛最受农民欢迎。引进的优良猪种

有内江猪、荣昌猪、约克夏猪、长自猪、杜洛克猪，经过长期的杂交改良，青川本地猪

逐步被淘汰。据抽样调查统计，全县猪种以内×本的后裔为主，约占54％，荣X本的后

裔次之，约占13．5％。近年来，随着城乡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瘦肉型猪愈‘

． 来愈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因此，猪的品改也开始由兼用型向瘦肉型发展。引进的优良鸡

种有来航鸡、芦花鸡、澳洲黑鸡、星杂--]kJk，可白鸡、罗斯鸡、西塞斯鸡、尼克鸡

等，其中来航鸡在全县各区，乡均有饲养。1980年以来，还大量引进了长毛兔种，共有

芏，法，中i德四个品系，现已遍及全县。据统计，-1985年总产兔毛4000公斤，ELl980，

年增长了108．6倍，既为国家创造了外汇，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的仅养兔一项年收入

就达5000元以上，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养兔专业大户。
”

防疫灭病方面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从1953年开始，年年坚持了春、秋两季牲 ，

畜防疫注射，重点预防了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牛炭疽，牛出败、牛气肿疽等传染病． ．

1979年，全县重点开展了消灭猪瘟和控制其它传染病工作．县革命委员会为此还颁发了

《关于消灭猪瘟的布告》，县畜牧部门制定了消灭猪瘟和控制其它传染病的检查验收标准

及实施办法，因此，生猪预防注射密度大大提高，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下降．

据统计，1985年全县猪传染病总死亡221头，比1976年的2705头减少了91．8％．1981年和

．1982年两次在绵阳地区组织的全区消灭猪瘟交叉检查评比中，青川的成绩(各项指标)

都名列前茅，并连续两年(1984——1985)荣获地级基本消灭猪瘟科技成果四等奖．成

为绵阳地区首批基本消灭猪瘟县之一． ，i ，

1978年以来，还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意义的畜牧兽医科技成果．畜禽疫病普查对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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