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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市农业机械化事业与各行各业一

样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支持下得到了蓬勃发展，刭一九九。

年底，全市拥有各种农业动力机械6 3 8 4台(件)，总动力达刭

l 2 2 6 6 8马力(90230千瓦)，运输，加工，排灌基本上实现

了机械化，耕整，脱粒．植保也达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改变了肩

挑背扛运物资，水碾碓春搞加工，篷戽手车抗灾害等生产．生活条

件，推动了农业生产。
’

为了真实记述我市农机发展过程，为后世留镜传经，根据市

委．市政府要求，我局子一九八九年四月开始组织编纂《怀化市农

机志》工作，成立了以彭鸣高为组长的编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

谭宝林，李绍庆．彭孝鼎，李先华．彭孝鼎同志担任主编．以后又

陆续增加张亦军，彭宏丽两同志参加编辑工作．．编辑小组的全体同

志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对修志留世的满腔热情，克服重重困

难，经历半年时间，多处查阅有关档案．经常走访知情人，广泛收

集资料，于一九九O年八月完成初稿。后经局领导姚业余，唐思忠．

蒲裕坤审核修改，又交市志办审阅，按市志办的要求又进行第二次

大幅度修改，于一九九二年二月完成第二稿。。九九二年六月十日

市农业委员会组织农口各局主管专业志的领导，编志专业人员，

并邀请了地农机局，市志办领导．市农机局历届负责人，对市农机

志进行了评审，综合大家宝贵意见，又再次作了修改，7最后定稿．

《怀化市农机志》的编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坚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如实地记述了我市农具农机的发展历史，是我

市农机化工作的一次全面总结，不仅反映了当代共产党人，人民群

众，广大农机人员在发展农机化事业中的伟大业绩，也为今后农机

l



化发展的战略提供重要的史料．

我市是首次编纂农机专业志，由于缺少经验．难免存在缺点和

不足，望参阅者见谅，但这部农机志凝结了编辑人员的辛勤汗水和

心血，特别是主编彭孝鼎同志退休多年，身患癌症，体弱多病．为

了把存史后世的农机志编好，不顾酷暑寒冬，一心扑在修志事业

上，工作严肃认真，精神难能可贵。我们祝愿这部农机志能启迪当

今，惠及后世，为我市农机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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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

酒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记述怀化市农业生产工具的

兴起，发展，沿革和现状。力求真实，准确地反映本专业历史全貌．

(二)本志采用记，志，表，录，图五种体裁，以志为主．横

排仃类，竖写条目．文体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要求严谨朴实，简

练准确．采用第三人称书写．
’ ‘

(三)时间断限：上溯事物的起源．下限至l 9 9 O年止．

(四)本志文字资料来源予怀化市档案馆和怀化市农机站所存

档案．一部分是当事人的口碑资料，均经核实．数字资料来源于统

计局和农机部门年终报表．
。

(五)地名和机构名称的使用，以事物发生时的提法为准．行

文中湖南省筒书为省，怀化县(市)简书为县(市)，外省外县则

书全称．

(六)官职和人名，均用当时名称，除引文外，一般直书其

名． ．

(七)计量单位：行文中一律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

计量单位在引文中和抄资料时照录．农机功率计算单位．1 9 8 6

年以前农机统计报表用马力为单位，1986年起改为千瓦为单位．

(八)年代：二十世纪年代．均简书为二位数，如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不冠以世纪数．

(九)本志首设序．概述．大事记．便于总瞰全貌，下分十一

章三十八节，共十三万余字．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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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怀化市位于湖南省西部，怀化地区中部。境内地貌以低山，丘

陵为主，山多耕地少。土地总面积为2187平方公里，耕地35．66万

亩，仅占土地总面积的10．87％。地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

量充沛，气候温和．加之土地肥沃，宜农、宜林，宜牧。主产粮

食，茶油．木材及畜禽。矿藏也较多。农机化服务范围较广．

市境交通方便，为湘黔，枝柳两条铁路交叉点，南通云，贵及

两广，北达鄂、豫、京、沪。公路有国道2条，市道l 4 0条，境

内公路总长9 5 3公里。各乡通公路，8 0％的村通汽车．水路有

沅江．舞水可通长江。交通便利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怀化市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历史，可上溯到石器时代。人们经

历了从使用石，木，骨，蚌进步到铁制农具，再发展到机械化农具

三个大的阶段。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文

．明的进步．

一 ‘“一青

怀化地区自古有雄、椭．舞．辰，酉(水经注)五条水道贯穿
其境．故古人称为。五溪地区”．舞水为沅江第二大支流，怀化市

区位于舞水河边．考古资料证明。五溪地区”早在l一5万年前就

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生活和生产，使用原始的写、木生产工

具．

1 9 8 7年5月，省、地、县文物普查队在新晃和怀化市中方

乡荆坪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旧石器，有石质砍砸器，刮削

器和尖状器．时代距今l～5万年．

1 9 8 4年省，地文物工作队，正式发掘怀化市新建乡高坎垄

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4 9座，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制的斧，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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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铲，凿，纺轮等共8 l件．并发现了稻谷壳，稻种炭化物以及

大批的粮食储存器-一大型陶瓮．表明当时高坎垄的人们已从。火

种。‘进步到。水耨。，已能种植水稻，粮食生产有了一定的剩余，

用大型陶瓮储存，原始农业已较为发达，据文物工作者论证，高坎

垄遗址的时代，距今在4 6 0 0～5 0 0 0年之间。原始石木农具

经历了漫长的万年岁月． ．

。

．

。，

，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 7 0年一前2 2 1年)铁制农具兴

起，这是农具史上革命性的巨大进步．当时怀化地区也已进入了铁

器时代。辰溪、黔阳．淑浦等县的战国墓葬中出土了铁锄．铁削，

铁斧，铁剑等铁制生产工具和兵器。铁制农具的发明，使农业生产

耕作技术从耜耕进步到犁耕，人耕进步到牛耕，生产效率大为提
l

高。

汉朝时期(公元前2 2 1年一一公元2 2 0年)奠定了传统农

具的基础。农业向精耕细作发展．常用生产工具有翟、耙、耱．锄，
铲。锹，镘，镰，刀，枷，筐，戽斗等．还出现了碓，风车，龙骨

水车，独轮车等较先进的工具。 ，，

． 传统铁木农具，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改进和创造，至清朝民国

时期各项作业的专用工具．．已基本完备．耕作有翟．耙，锄；提水
有戽斗，．筒车二龙骨水车；收获有镰刀．扮桶：连枷；运输有鸡公

车、板车、马车．木船；加工工具有粮食．油料．棉花，竹木等各

种加工专用工具(详见第二章第二节)÷，， ；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在改良传统农具的同时．努

力发展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农具。五十年代初便开始引进农业机械，

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工具从传统的铁木手工农具进步

到机械化的现代农具。抗旱提灌，农村公路运输和农产品的加工；

都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农田耕作也部分用上了机械．脱粒。植保



作业实现了半机械化．农业机械总动力l 9 9 0年已达9 0 2 3 0

千瓦，平均每万亩耕地拥有2 5 3 0千瓦。拥有小型拖拉机7 6 7

台7 l 9 8千瓦，大中型拖拉机l 5台8 2 6千瓦．农用运输汽车

和小四轮7 2 3辆4 6 0 7 0千瓦，其他农用机械动力4 8 7 9台

3 6 1 3 6千瓦。许多传统农具如石碾，石碓、石磨，木水车．戽

斗．抽水筒、筒车，扮桶、虫拍，虫梳、弹花锤和弓，木轧花机、

鸡公车、木帆船等等。都已为机械所代替而被淘汰，成为历史遗迹．

农业机械在减轻农民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人民生活上起

到了良好的作用．

怀化市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经历了起步，发展与调整兰个阶

段。

(一)起步阶段(1 9 5 2—1 9 6 9)

夏秋干旱是怀化地区历史性的严重自然灾害，为了抗旱保苗，

五十年代初便开始引进抽水机械。先后引进柴油机、煤气机、锅铊

机用于提灌抗旱。六十年代拖拉机和jJⅡ工机械开始发展。

‘l 9 5 2年原怀化县农场引进2台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抽水机，

单台功率l 0马力(美国产)，当年灌田4 O 0亩，群众欢天喜

地，拍手叫好。五十年代国家工业尚不发达，至六十年代国产柴油

机才逐渐发展起来。 ．

1 9 5 6年全县引进第一台煤气机(1 2 3 5型2 5马力)在

中方乡毛田村鲤鱼叉机埠安装成功，灌田面积3 0 0曾．

1 9 6 4年原怀化县农场引进全县第一台丰收一一2 7型轮式

拖拉机，用于农业运输和耕作．
+ l 9 6 5年省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赠送一台工农一一7型．8

马力手扶拖拉机给鸭咀岩人民公社长远大队第五生产队，成为全县

第一台手扶拖拉机．

据l 9 6 9年统计．全市农机总动力仅4 8 8 9马力．其中：

6



大中型拖拉机l 0台3 0 2马力，小型拖拉机l 4臼l l 2马力，

农用机械动力(含柴油机．汽油机，电动机)3 2 9台，4 4 7 5

马力．。
。 ’

一 t

． 五十至六十年代．农机化发展速度虽然较慢，但为以后的发展

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 t

(二)发展阶段(1 9 6 9年一一1 9 7 g年)

七十年代国家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生产继续发展，工

业部门已能生产较多的农业机械，供应农村需要．在中国共产党提

出的。一九八O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口号的鼓动下，农机发展

不断升温，农村办农机化的热情高涨。除耕作提灌、加工机械继续

增长外，运输，、插秧，收获，植保等机械相继发展起来． ．

七十年代的十年中，农机总动力以年平均4 l 8 l马力的速度

增长，l 9 7 9年达到4 6 7 0 3马力，比l 9 6 9年增长8．56

倍，其中农用机械动力3 2 6 5 5马力，增长6．3倍．

这期间：
’

·耕作机械迅速增长。由于双季稻面积的扩大，为了抢收抢插水
稻，各公社争相发展耕作机械，拖拉机数量猛增．1979年达5 7 3

台，l o o l 2马力．比l 9 6 9年增长2 3．1 8倍。并发展机

滚船l 3 0象．机耕机耙机蒲面积春耕7．o o万亩(占总耕地面

积2 0．2嘶)． 。双抢”5．2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13．2眄)．

排灌实现了机械化：动力水泵达2 l 2 9台，比1 9 6 9年增

长6．1 7倍．排灌用的内燃机和电动机共2 0 7 0台2 2 9 5 3

马力，增长9．1倍．灌溉受益面积达9．6 7万亩．

农产品加工实现了机械化：加工机械以碾米机发展最快，达 ．

1 2 5 0台，比l 9 6 9年增长l 1．2 5倍．其他如磨粉机，轧

花弹花机．榨油机．磨浆机，饲料粉碎机，压面机．揉茶机等．均

成倍增长． t

植保和稻谷脱粒实现了半机械化；人力喷雾(粉)器7 8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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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平均每个生产队有3部．人力打稻机6 9 2 9部．机动打稻机

1p 3 6部，共计7 0 6 5部，平均每个生产队2．6 8部．

(三)改革阶段(1 9 7 g一1 9 9 0年)
1 9 8 1年以前，怀化市农机经营形式主要是人民公社，生产

大队、生产队多层次的集体经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l 9 8 1年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土地经营由集体转为农户

经营为主。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促使农机部门相应地进行了改革

和调整，主要有三个方面：
’

。

一是农机经营形式的调整改革：由过去的集体经营调整为国

家，集体，，联户和独户多种经营形式．允许农民集资或独资购买农

机，从事农业生产和其他经营。由于土地经营以农户为主，农户纷

纷投资买农机，数量逐年增长．1 9 8 9年农户拥有农机总动力达
7 7 5 3 l千瓦，占全市总数的8 8．8 4％．农机经营从过去以

集体为主转变为以农户为主。(国家，集体．农户拥有农机变化情

况见经营管理章附表)。
‘

二是改革农机流通形式：l 9 8 1年以前农机流通采用计划管

理，由主管部门层层下达生产任务和销售分配指标．生产厂家缺乏

经营自主权，农民没有选购的自由．1 9 8 2年以后允许农机进入

商品市场经济，厂家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生产和供应；农户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以及产品的优劣，自由选购农机．这就大大

调动了生产厂家和农民办农机化的积极性，农户所有的农机数量激

增． ．

，’

三是农机服务形式的拓宽：l 9 8 1年以前农机部门硬性强调

农机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和投机倒把·并三令

五申，拦关设卡，强制执行。1 9 8 2年以后，政策放宽．扩大了

农机服务范围，除从事农业生产外，允许农机进入为农村生活服务和

商业经营领域．从此农机不但是农业生产的重骂工具，而且成了农
民致富的手段，许多农机专业户成了万元户．据l 9 8 6年统计．

君
‘

’



农机专业户7 9 0户，纯收入3 7 8．9 2万元，其中9 6户每户

年收入在l万元以上．，
’

八十年代农机管理政策和经营形式经过调整改革，进一步促进

了农机化的发展，l 9 9 0年农机总动力达9 0 2 3 0千瓦．比

l 9 7 9年增长1 6 3够．但因农村土地经营规模变小和商品经济

发展的影响，农机种类各有兴衰，其特点是：

农用运输机械化迅速增长：农村运输实现了机械化．由于改革

开放，政策放宽，允许农户从事农业和商业运输，农户为摆脱贫

困，购置运输机械的热情高涨，农用汽车及小四轮发展到7 2 3部

4 6 0 7 0千瓦，比l 9 7 9年增长l 4．5 2倍．机动船9 4艘

8 l 9千瓦，增长0．7 3倍．许多运输专业户先富了起来。

大中型拖拉机急遽减少：由于它不适于个体户耕作，运输效率

又不如汽车，农户不需要，数量大减，仅剩1 5台8 2 6千瓦，比

1 9 7 9年，台数和千瓦数，分别下降l 0．8 7倍和4．4 0

倍． r，
．

’

其他农用机械持续增长：小型拖拉机(主要用于短途运输)千

瓦数增长1．4 8倍．收获机械人力打稻机增长3．7 3倍．植保

机械人力喷雾(粉)器增长4．2倍．排灌机械接近饱和，动力千

瓦数增长6．9呖，动力水泵台数增长l 5．1 7％．各种加工机

械都有所增长．

随着农业机械的不断发展，农机管理机构逐步建立起来．五十

至六十年代，农机数量不多，由水利和农业部门兼管．

1 9 7 2年成立怀化县农业机械管理站，l 9 7 4年扩建为怀

化市农业机械管理局．其下属专业职能机构：农机研究所，农机学

校．农机公司、农机安全监理站，基层乡农机管理站等机构相继成

立，有了一系列为农机化服务的职能机构，担负起农机管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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