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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应庚

写志书是中国特有的优良传统。在过去数千年中，历代

都设史官，专门撰写本朝代政治、经济，军事，农业以及社

会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比较有系统的专著有廿四史，其他地

方志和稗官野史则种类繁多，不计其数。

过去的史书和地方志，往往述而不作，只是一些史料，

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尽管

现成的史料浩如渊海，对研究者来说，还须“沙里淘金’’，

才能从中找出有价值的东西，给人以启迪。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幸而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我

们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革命

的，批判的。过去在私有制下的统治阶级，无论是那一个朝

代，他们总是力图维持其千秋统治，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所

以几千年来旧史书、旧方志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坏传统；只是

说明和美化客观世界，而不涉及变革和改造客观世界。我们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编写新方志，就不仅要说明客观世界，而

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中找出改造

客观世界的途径。因此编写新方志的目的，就在于总结过去

的经验、教训，以便指导未来的实践，使我们在各项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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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少犯错误。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纷繁的社会现象，包括一切

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可以在经济基础中找到其根

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相应

结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因此，不能离开生产关系的具体形

态去谈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相互关系。

事实上，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

步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写方志时，不能离开社

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去孤立地谈论经济的发展。农

业是第一产业，工业是第二产业，只有第一产业和薄你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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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党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农村

涌现了大批重点户和专业户，他们成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尖

兵。自然经济日愈向商品经济转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推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窝工的现象消失了。

于是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领域中分离出来，从事工

业、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不少农民亦工亦农或者亦农亦

商，以工支农，以农促工，形成了农、工、商综合发展的局7

面。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是一次重大的生产关系的

调整，．其结果是打破了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旧格局，调毋

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
1·

为了使《玉溪市农业志》能较全面地反映农村上述这些伟

大的变化，这本志书的内容，就不是孤立地去谈论农，林、

牧，副，渔，而必须有分析地，如实地去反映农村的新情

况。因此这部《玉溪市农业志》，可以看做是一部玉溪农村经

济的变革简史。我们从这部志书可以看出。凡是生产关系适

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党的政策符合客观实际的时候，玉溪农

业就迅速得到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随之也有所前进，

反过来，凡是我们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观地去变革生产

关系，搞强迫命令，瞎指挥，玉溪农业就呈现萎缩和倒退，

第三产业和第三产业随之也就发展不起来。这是我们从中得

到的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它将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在

未来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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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乖社会效益，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等，客

观地反映了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规律。

《玉溪市农业志》坚持近详远略的原则，详细记述了新

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玉溪市农村

经济发展的情况。通过这部专志使人清楚地看到：1979年以

来，玉溪农村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农业结构经

过调整逐步趋向合理，单一经营的格局有了突破；乡镇企业

新军突起，吸收了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民的观念发生了

变化，商品意识增强，是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同

时，透过这部志书还使人看到，玉溪市农业面临着许多新膏

况和新问题。突出的是农村经济已经表现出后劲不足，粮食

产量要有很大的增长难度较高。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发

展，农业所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因此，我们应该提高认

识，统一思想，采取措施，加强农业。

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就是深化农村改革，继续

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资金，物资、科技等增加对农业

的投入。《玉溪市农业志》从各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翔实的历

史资料和现实依据，为各级领导进行决策和各单位制订规划

措施时提供了重要参考。我相信这部志书对促进农业和整个·

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玉溪市农业志》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

色，有很强的实用性，是一部完整的综合性的农业及农村经

济资料性著述。我热烈祝贺它的编印发行。并向从事农村工

作的同志和关心农村的同志推荐这部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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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自喜

《玉溪市农业志》刊印出版，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玉

误市各族人民，尤其是农村各级干部的一大愿望实现了J

本志从大农业的观点出发，较系统、全面地记述了玉溪
’市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截至1987年底的状况。志书本着

“面向现代化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科学地总结历史，特别
是建国后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深入学习理解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今后金市农村经

济的发展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

赵紫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中指出； “坚持把农业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全面发展

农村经济。”“农业的稳定增长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善，是整

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要切实抓好这个基础，

就必须对全市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全面的、清

晰的、实事求是地了解，也就是正确地认识市情、区情、乡

情。 《玉溪市农业志》提供的比较完整的历史和现实资料，

必将在这方面发挥较好的作用，而且，随着时问的推移，作

用将会更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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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坚持改革靠科技进步，玉溪市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

化，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农民的温饱问题

已经基本解决，从城镇到农村一片欣欣向荣。．。志书通过数据

对比和许多典型材料，如实地反映了农村的深刻交革，反映

了农业战线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果，它将鼓

舞和鞭策人们更加勇往向前。

当前全市各级干部，各族人民正在市委统一领导下，认

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大精神，总结九年来的改革实

践，统一思想认识，绘制奔向小康水平的蓝图，研究战略重

点和战略措施，围绕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

一中心任务，群策群力，共同奋斗。这是转折时期的一个关

键时刻。就在这伞关键时刻， 《玉溪市农业志》与大家见面

了，这就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志书将从玉溪市农村经济这个

侧面，帮助读者了解历史，认识现状，预测未来，进一步坚

定和提高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

性，更加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加快和深化改革的步伐，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的步伐。
’

编写《玉溪市农业志>>是一项承先启后，服务当代，造福

后代的重要事业。为了如期完成本志的编纂工作，编写小组

的同志在市志办公室的大力协助和精心指导下，在朱应庚教

授等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下，在各有关部门，有关同志的紧

密配合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此，谨代表《玉溪市农业

志》编纂领导小组向为本志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同志，表示

真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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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采用章，节体例，力图从农村经济的宏观角

度，以记叙、说明文体，对玉溪市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作记述。鉴于林业、烟草等已有“专志"，本书在记述中

尤以农业为详。全书除概述、附录等未设章节外，共有10章

58节。

(2)本志的历史资料主要取自1日志，文书档案，报

刊，少量取自口碑(如农谚)。当代的数据主要采自统计部

门及有关部门。

(3)本志叙事虽一般都上溯至其发端，但均本着“详

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及成就，

以体现时代特色。下线则一般至1987年为止(个别事物止于

落笔之时)。

(4)本志所用“建国前’’“建国后’’之词，是以1949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来区分。

(5)根据“生不立传刀原则，本志对建国以来在本市

农业建设上卓有贡献的人物，只立“人物简介"以资表彰先

进与教育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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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了一f

概 述

业发展的历史
C

市农业及其经济的发展，虽然远可追溯至公元三世

滇并建立滇王国之时。但因少有文字．其全貌无以

窥探。

到了元代，于至元13年(公元1276年)重立新兴州(即

今玉溪市)，随即在此屯兵。据《元史·兵志·屯田篇》的。

记载： “梁千户翼军屯。睦祖至元三十年，梁王遣史诣云南

行省言，以汉军一千人置立屯田。三十一年，发三百人备镇

戍巡逻，止存七百人，于乌蒙屯田。后迁于新兴州，为田

3789双"。 (据《新纂云南通志》：l双即汉5亩之数)。

按当时潋江府所属三州一县军民屯田共4100双，新兴(当时

隶属于潋江府)屯田之数已属不少。其屯田地区遍布玉溪市

南北。当时的一大水利工程——高仓东南的梁王坝，作为一

地名保留至今，不但证明此处是梁王屯军地点之一，而且还

表明屯军一开始即重视水利的建设及水稻的种植。

元代在新兴州的屯田，其更重大的意义，不但在于使滇

中的这块宝地开始得到较大规模的开发，而且还因此打破了

长期的以部族统治为形式的封建领主制的经济形态，开始了

向封建社会经济过渡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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