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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借鉴历史经验，指导农业生产，湖北省农牧

业厅组织编辑出版了《湖北农牧业大事记》。承担

此项任务的厅方志办公室，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

持和配合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和辛勤劳动，圆满地

完成了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现在，《湖北农牧业

大事记》与大家见面了，这是我省农牧业战线的一

件大事，值得庆贺。 ．

《湖北农牧业大事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原则，以时为序，实事求是地

辑录史事，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建国以来全省

农牧业战线所发生的大事、要事、新事，反映了湖

北40多年来农牧业生产发展的轨迹和巨大变化，

展现了湖北省党政机关和各级农牧业部门的广大

干部职工为发展湖北的农牧业生产所作出的大量

工作和主要业绩。可以说，它是湖北农牧业发展真

实的全面的概要的记录，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学

性、实用性、资料性，是我们继往开来，进一步认识

省情、地情、农情的珍贵参考资料。



《湖北农牧业大事记》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国

以来全省农牧业生产发展的主要经验，揭示了我
省农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它的编辑出版，对于我们遵

循农牧业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农业重大问题
上实行科学决策，减少失误，不走或少走弯路，有

效地组织全省农牧业生产，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省农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自给半自给农业

向商品农业转变，农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在

十三届八中全会关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针

政策指导下，总结历史，开拓未来，发展农业，迎接

挑战，为全社会的文明、进步、富裕作出新的贡献，
是我们这一代人新的历史使命，全省农牧系统的
广大干部、职工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农业工作者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胸怀全局，扎实工作，为湖

北农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努力奋斗。

岁降叩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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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湖北农牧业大事记》(1949——1990)，所

辑录的是我省农牧业生产建设发展过程中具有重

大影响的经济政策、工作部署和措施、科技成果推

广应用等事类，以编年为主体，一事一条，对于同

一事件的演变情况或分别立条，或采用记事本末

体，顺时记事，年末综述，反映因果关系。

2、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省农牧业厅现存

档案及厅机关各处室、二级单位和个人保存的资

料，同时还收录了《湖北省大事记》、《湖北省经济

大事记》、省直农口各厅(局)《大事记》及《湖北日

报》等报刊的有关条目。

3、书中统计数字，年末的综合条目均以省统

计局的统计资料为准，其余的依据省农牧业厅的

统计资料。 ．

．4、书中的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公制，原有的市

制计量单位均已按公制进行换算。

5、书中各年份的农业总产值、种植业产植、畜

牧业产值及可比口径，均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



算。

6、有关条目中记述的行政区和组织机构名

称，是沿用当时法定的名称，并因其变更而相应改

称，其中首次出现时，均用全称，以后则用简称，如

湖北省人民政府农业厅、湖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
湖北省农业厅、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农林局、湖北省

革命委员会农业局等，简称为省农业厅、省农林

厅、省农林局、省农业局等，以此类推。

7、有关水利、农垦、林、业、水产、烟叶以及土地

管理在机构未分设前，记了一部分；管理机构分设
后均未记。

8、书中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仅在年末综合

条目中的小标题用了汉字。
9、省农牧业厅机关及厅属二级单位的机构增

设，原则上只记到处级。农业厅(局)领导到职，只

记正厅长，逝世的也只记正厅级及享受副省级待

遇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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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5月16日 武汉解放。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武汉

市区时，学生、工人、爱国人士和广大居民夹道欢迎。
‘

5月20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在孝感花园成立。下设

有湖北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徐觉非任厅长。6月初省农业 ／／

厅迁武昌彭刘杨路108号。 ／

7月1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开始接收原国民．

政府的湖北省农林水利机构。其中有原国民政府农林部

鄂豫推广繁殖站及湖北省农业改进所和该所领导的洪

山、卓刀泉、九峰三苗圃、林地等单位；农林部与湖北省政

府合办的金水农场；机械农垦处湖北分处；湖北水利工程

处江汉工程局；长江水利工程局金水流域工程处；湖北省

农学院；湖北省棉业改良委员会徐家棚棉场等单位。

7月20日 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鬈防汛救灾的紧急指

示》。由于江水暴涨，为历年所罕见，加之国民政府统治时

期堤防年久失修，致使黄梅县新坝湾，汉阳姚湖局墩，石

首县鱼咀、茅草岭，沔阳县甘家码头，蒲圻县小三合院、万

城垸7处决口后，受淹农田169万亩，受灾人口近300万。

《指示》要求，凡是堤防险段和水灾严重地区都应把修堤

堵口作为目前的中心任务来抓。’
．7月22日 中共湖北省委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

确定农村工作的重点与中心任务是清匪、反霸、减租减

息。强调在执行《新区减租减息条钒》时，必须依靠群众，



逐步实行。即先减现租，暂不强调退租；先减青苗债、谷

债，后减钱债、1日债。在土改以前，应将农民要求约束在

“双减"之内，而不应过早强调清算老账。

8月1日 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联合

发出指示，为了紧缩开支，又能适当改善机关和部队的物

质生活，各机关、部队要组织人力进行业余生产。为此规

定：1、机关、部队生产应以农业为主，在驻地周围开垦荒

地，种植蔬菜和粮食。如无荒地，可租种公田、庙地与逃亡

户的土地，但不得与农民争地。2、从事副业与手工业生

产，如喂猪等，必须注意使副业、手工业生产与机关需要

相结合，生产与销售相结合。
’

8月12日 中共湖北省委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会议

一致同意中共中央华中局提出的“以农村为重点，同时兼

顾城市’’的工作方针。

9月17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指示：原国民政府在汉

的江汉工程局、湖北省水利工程处、金水流域工程处、农

林部农田水利局第四工程队与汉口水文站5个单位，全

部撤销，统一改编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农业厅水利局，由该

局主持全省水利工作。

10月14日 省人民政府颁发禁宰耕牛7条办法：1、

严禁宰杀犊牛及能耕作的壮牛。2、宰杀牯牛应报经镇人

民政府或工商事务所查验，发给准宰证后方可宰杀。3、牛

进屠宰场，应先将准宰证交工商事务所或税收员查验并

加盖公章后始可宰杀。宰杀后由工商事务所或税收员在

肉上加盖准售印记证，方准出售。不办理上列手续者，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私宰论处。4、牛肉商贩应在政府指定市场上出售，以便检

查。5、私宰耕牛，贩卖无准售印记之牛肉者，一经查获，视

其情节轻重，予以没收、罚款、惩办等处分。6、故意损伤耕

牛，伪造事由贩卖或屠宰者，依前条惩办。7、人民检举查

获私宰耕牛者，以罚款的20％奖励检举人或查获人。

11月20日 《长江日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11

月3日解放了长江南岸巴东县城。5日至15日乘胜向南

猛进，接连攻克建始、恩施、宣恩、来凤、咸丰等县城。另一

部人民解放军予15日解放利川县城，残部仓皇向四川万

县逃窜。至此，湖北省全境解放。

12月14日 省人民政府公布减租减息通令，并颁布

了《：湖北省减租减患实施细则》，共5章41条。

12月25日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在省委会上

指出，根据湖北情况，生产建设方针以农业为主，但不能

放弃可能的工业投资。全省计划1950年增产稻谷10万

吨，棉花种植面积增加100—200万亩，达到600万亩。各

地应大力做好修筑堤防、挖塘筑堰、改良稻种、发展畜牧

等各项工作。
’

12月30日 经上级批准，省农业厅机关设置：办公

室、农政处、棉花改进处(下设天沔、荆沙、襄樊、孝感4个

棉花改进工作队)。直属单位有：省农学院、省水利局、机

械农垦处湖北分处、武昌金水农场、南湖农场、武昌林场、

武昌徐家棚棉场。
’

’

l 949年，是我省全境解放的第一年。自7月到12月‘

底，主要工作是清匪反霸。支援前线作战。开始恢复生产。．



农业生产，在夏秋水灾中，29个县受渍，受灾人口近300

万。政府贷放及调剂麦．种200万公斤，并发放了赈灾款。

全年主要农牧业产品产量完成情况：(一)粮食总产量

578．13万吨；棉花总产量5．74万吨；油料总产量13．37

万吨。(二)主要经济作物中：麻类总产量0．8万吨}糖料

总产量1 1．1万吨；烟叶总产量1．01万吨；茶叶总产量

0．18万吨；水果总产量21．77万吨；蚕茧总产量0．08万

吨。(三)大牲畜年末存栏218．11万头，羊存栏24万头，牲

猪存栏318．22万头，出栏肉猪113．2万头。(四)农业总产

值32．74亿元(按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其中种植业

产值24-34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74．3％；畜牧业产值
2．55亿元，占农业总产值7．8％。农民人均纯收入67．1

元。

1 950年

1月1日 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生产渡荒的指示。

指出去年水旱灾害严重，全省受灾人口近300万，但灾荒

是局部的，分散的，有调剂余缺的可能。当前乡村工作的

中心，是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生产渡荒。

1月22日 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部署了

1950年农业生产工作，讨论了农业机构、干部，研究了种

子调拨、分配和繁殖推广以及农林场恢复生产等问题。

同 日 省人民政府贷粮1000万公斤扶助农民

春耕生产，并号召外出灾民回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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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湖北省农业厅提出1950年订购《改良棉

选种暂行管理办法》，内容包括加强改良棉选种管理的目

的、订购选种区域、名称、数量及对象，订购选种农户注意

事项、标准及办法等。

同 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公布1950年防

治棉花病虫药械使用报销办法，共14条。
’

3月3日 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植棉工作队改为专

署植棉推广区的指示，将省农业厅原辖荆沙、襄樊、天沔、

孝感4个植棉工作队，分别改称为湖北省荆州、襄阳、沔

阳、孝感行政区专员公署植棉推广区，技术上由省农业厅

领导，做到行政与技术密切配合。同时要求各植棉工作队

造具财产、公物、文卷清册，移交各专署。

3月31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下达1950年农业生产

计划(草案)。其中粮食产量保持1949年生产水平，并力

争亩产增加5公斤；棉花产量保证完成中央确定的7．5万

吨，茶、麻、桐、漆等各种特产在不妨碍粮食生产的前提

下，因地制宜，恢复和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产量。为此，在

农业生产上采取了1l条措施。 ．

4月1日 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开展以春耕生产

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减租退押运动．

已在大部分地区普遍开展，农民得到的粮食足以用来生

产渡荒。但有少数地区减租退押运动还没开展起来，要认

真发动群众，把农会普遍组织起来，保障春耕的顺利进

行。·

4月13日 中共湖北省委发出春耕生产指示，提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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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4条措施。要求各级领导提高认识，采取措施，全力以

赴地领导好今后的春耕生产。

5月2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武昌

隆重举行。大会宣布，经政务院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正式成立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由主席李先念，

副主席聂洪钧、熊晋槐、王任重和委员37人组成。中南军

政委员会副主席张难先参加大会并讲了话。

5月30日 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春耕生产工作的

第三次指示，强调对群众生产中的肥料、耕牛、水利、换工

等价两利方面等有关政策问题要解决好，以克服困难，启

发群众生产积极性。

6月1日 湖北省制订1950年农业普查实施计划，

同时成立省农业普查委员会，该会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

任委员3人，委员若干人。主任委员由省政府副主席兼

任，副主任委员由农业厅厅长兼任。下设秘书、调查、统

计、组训、教导、编辑6个组。普查所需各项经费在省农业

厅本年农业投资事业费内拔支。

6月13日 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贷粮购种抢种夏种

作物克服灾害的紧急指示，决定由省、地存粮中借出大米

250万公斤，贷给各地购买种子，做好夏种工作，并要求省

人民银行立即准备农贷，发放各地购买种子。

6月23日 中共湖北省委发出紧急抢救旱灾的指

示。指出今年入夏以来，我省北部40余日未落透雨，在10

个县范围内大部秧苗未能插上，为此省委要求各级党委、

全体党员必须珍惜时间，紧急动员起来，领导群众抢救秧



苗，及时帮助农民解决旱粮种子问题。

6月29日 省人民政府发出加紧生产、战胜灾荒的

指示。’指出由于今春大部分地区遭受暴雨、风雹、虫害等

灾情，夏粮减产，近又因缺雨，大部山地及丘陵地区严重

干旱，而滨湖低洼地区因渍水不能插秧。为此，要求各级

人民政府立即纠正部分干部的麻痹思想，对受灾地区，要

用最大努力争取秋季尽可能多收，非灾区要努力争取丰

收。

7月12日 经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将湖北省人民

政府农业厅改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

7月30日 省农业厅改为省农林厅后，厅机关设办

公室(管辖人事科、调查研究科、总务科)，农政处(管辖农

事科、林业科、家畜保育站、病虫防治站)，棉花改进处(管

辖技术科、经营科、特产科)。直属单位有：省农学院、省水

利局、湖业管理局、机械农垦处湖北分处。

8月12日 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半年来各地防治病

虫的成绩和奖励的通报。被通报表扬的单位有监利县、松

滋县、荆州专署、沔阳专署。

9月1日 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秋种工作的指示。
。 号召多种荞麦、白菜、萝I-等速生作物，贯彻谁种谁收，分

田照顾原耕土地的政策，以备渡过明年春荒。

9月19日 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租佃土地农业税

负担办法的规定，原则上要照顾佃农利益，不要加重自耕

农负担。

10月6日 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建立各级政府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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