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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文化建设，历史悠久，代代相继。井

研修志始于明代，目前巳修成8部县志。

地方志按行政区和记事范围区分，记述全国的叫“一统志”；记述一个省的

叫“通志”；记述一市一县的叫“市志”、“县志”；记述一个部门、一个专业的，

叫“某部门志”和“某专业志”，《畜牧志>属于后者o
’

作为地方志家族中的《井研县畜牧志>，始于80年代初期，那部《畜牧志>

贯通古今，记述了井研畜牧业的发展脉络，成为井研畜牧业发展史之口高矢，对

于我们制订畜牧业规划，供领导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这部畜牧志，是上部志书的续编，主要记述20世纪后期近20年畜牧业的发

展概况，这一时期，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畜牧部门的科技人员，带领广大群

众，乘改革之春风，沐西部大开发之雨露，使畜牧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全

县畜牧业产值，“七五”时期增长45．5l％、“八五”时期增长54．17％、“九五”

时期增长25．56％，这样的发展速度，可以说史无前例，在县委、县政府领导

下，我们这一代人在发展畜牧业上的足迹，不应该淹没不彰，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部畜牧志，就给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

历史是过去了现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一个无限

过程。人们要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就必须深刻了解过去。东汉哲学家王充有

句名言：“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o

回首过去，一个风云变幻的百年已经结束，人类已踏进2l世纪。在新的世

纪里，井研畜牧业怎样发展，我们不能是个盲瞽。因此，应该学好用好畜牧志，

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激发出人们前进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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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井研县畜牧

兽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

二、断限：上限自1984年、个别记述追溯至1980年，下限至

2000年。

三、体裁：坚持评近略远、评特略同的原则，按事物性质分类，

横排纵写，采用记、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随文

设置。

四、结构：以章、节、‘目形式排列、一般分三个层次，个别分四

个层次，共七章，35节。

五、称谓：行文用第三人称、简称、俗称、第一次出现时记全称

或加注，科技术语及其它名称一律用中文名称。数字、年代、月、

日、时间、百分比、数量等采用阿拉伯数字、地名用现名、括号内加

原名。

六、计量：标语符号、简化字体、一律以法定单位为准。产值用

1990年不变价o ．

七、资料来源于市、局内档案和有关人员口碑，业务报表，会议

记录、简讯、通报、调查材料等。



概 述

【一)

井研县境位于四川盆地西南、北连仁寿、东邻荣县，南接犍为、五通桥、西靠乐山市市

中区，西北与青神县接壤，边界周长260公里，总面积840．53平方公里。

全县地势西北高、西南低、海拔380-----450米之间，丘陵广布、中丘、低丘占总面积的

80％以上。大小溪流143条，总长633公里。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7．4't2，降雨量1027．5毫米，全年无霜期331天，年平均日照1182．9小时，属四川“盆中

丘陵粮经区”，在畜牧业生产中家兔生产量居全市第一位，生猪年出栏量居全市第二位。

2000年全县下设3个办事处、27个乡镇、394个村、2871各组、总户数130190户、总

人口418096人，其中农业人口368667人。

井研虽属小县，但建县历史悠久、西魏时置蒲亭县，隋开皇时期改为井研至今。唐、宋

时期是蜀中盐、丝产地、一度“盐利冒于西蜀”，县名也与盐井有关、汉武帝建元六年(公

元前135年)、武阳县在今井研境内开出第一口盐井，制成的食盐清白而味纯、质地优于其

它盐井，故取名“研井”。“研”字可作“精细”，“穷究”解释，随着盐业的兴盛，集镇出

现。因井而得名。

解放前井研工业以盐业为主，因交通闭塞煮盐燃料和运输主要靠畜力和人力，因此，重

视牛马的发展和医疗，对生猪和禽兔生产不太重视、农民沿袭粗放式的牧业生产，发展靠自

己，畜禽有病找民间兽医，无钱治疗就信迷信，求神拜佛，牲畜去势请民间骟匠，各民间兽

医和骟业人员自成风格，互不交往，技术保密而不轻易外传，常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从业人

员社会地位低下，畜牧业生产无人间津。民国时期，畜禽生产、疫病防治也随其自然、生产

处于停滞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县人民政府建设科建立了兽防组，同时有3人成为全县第一批

国家兽医。1952年由井研县民间兽医组成了“井研县兽医工作者协会”，以后各乡相继成立

了“兽医联合诊所(站)”1955年，骟业人员纳入畜诊疗站(所)统一管理。1959年，畜牧

业机构从县农业科畜牧兽医站分离出来，独立建立畜牧局、区、乡畜牧兽医职能部门也随之

建立。1958年各家畜诊疗站(所)，更各为公社兽医院，1962年又更各为畜牧兽医站。同

年，县畜牧局又并入县农水局为畜牧兽医站。1980年5月，再次以农水局中分离出来单独
· l 。



建局至今。

畜牧业生产从解放初期到1983年，发展极不平衡，1949年到1957年除马驴减少外，生

猪、耕牛和小家禽兔生产呈上升趋势；1958年，受“一平二调”、“共产风”，瞎指挥的影

响，全县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年未存栏生猪154065头，出栏35259头、出栏率仅占

22．9％；1960年到1962年，3年生猪出栏分别为6915头、3270头、5143头只占1949年生猪

出栏数的44．8％，21．2％，33．3％；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到1975年生猪出栏从

65574头发展到127955头、10年每年仅以6238头的速度增长，而从1976年到1983年，8年

间，每年以11029头的速度增长。山羊生产波动较大，1949年出栏5552只，最好的1959年

出栏34788只，1983年仅出栏7604只。禽、兔生产1971年以后呈上升趋势。

在畜牧技术上进行了良种引进和杂交、先后引进英国约克夏、苏联大白猪、丹麦长白

猪、内江、荣昌，雅南和本地母猪进行繁殖或杂交；引进印度山羊，成都麻羊，南江黄羊改

良本地山羊；1956年，引进黑白花奶牛6头，开了井研有史以来产鲜奶的先河；畜禽良种

的引进、推广、组合经济杂交、经济和社会效益十分明显。从1958年起，全县开始了猪和

牛的人工授精技术。1979年又用冷冻摩拉牛精液改良本地牛，1980年产摩杂一代牛48头、

成活45头。人工授精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了全县畜禽良种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又积极

引进了高产青饲料品种，如四季牛皮菜、水浮莲、聚禾草、水花生等、生产配合饲料，推广

青贮、盐化饲料、开展生猪短期育肥技术，提高仔兔成活率配套技术等新技术，使全县生猪

生产和肉兔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解放前，全县畜禽传染病经常发生和流行，畜牧业生产难于发展，其中危害人畜的炭疽

病又于1954年发生，造成1人死亡。1955年全县开始了对猪危害最大的传染病——猪瘟，

进行首次预防接种，认真贯彻执行“防重于治”的方针，1957年在县城建成了猪瘟兔化弱

毒疫苗制造室。1966年开始了对生物药品的冷藏。1973年开展了牛“豁鼻、割“僵筋腿”

(宾骨上方固定术)，电针疗法，电针麻醉等兽医外科手术的推广和应用，1978年进行畜禽

疫病普查，摸清了全县畜禽疫病家底。经过25年的不懈努力，1980年，全县达到国家基本

消灭猪瘟标准。同时，大力开展用新药驱虫技术，保护了畜禽的健康发展。

解放以来到1983年，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畜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在经济上

大力支持和扶持畜牧业生产，不断提高畜牧兽医战线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在畜

牧生产上广泛引进良种，积极推广应用畜牧兽医新技术，促进了全县畜牧业生产的发展，生

猪年出栏数增长12．5倍，肉山羊出栏增长37％，小家禽(鸡、鸭、鹅)出栏增加5．2倍；

肉兔出栏增长15．5倍，畜牧业年产值从1949年的236万元到1983年的2882万元增长11．2

倍，牧业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由1949的8％到1983年的26．4％净增18．4个百分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畜牧业生产逐步实现由家庭副业向农村经济支柱产业转变的

·2·



历史性跨越。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全县的畜牧业生产还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上，小生

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渐突出，集约化程度低，畜牧新技术，难以迅速推广和应用，制约了畜

牧业生产发展水平。1984年以后，县政府根据市场需求，扬长避短，把推广畜禽良种。提

高优良畜禽比重作为调整畜畜业生产结构的重点来抓，把畜禽良种繁育，动物保护、饲料供

给和市场信息服务“四大保障体系”，作为实现全县畜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基

础来认真实施。特别是1995年到1997年，全县畜牧业生产实现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生猪

实际年出栏近50万头，创造了历史上的奇迹。各级政府和领导也相当重视畜牧业生产，把

发展畜牧业作为当地一项支柱产业来抓，经过多年的努力全县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了“四大

保障体系”建设。

首先是建立和完善了良种繁育体系。强化良种意识，瞄准世界动物育种高新技术成果，

利用外血良种增产增收潜力，引进美国杜洛克、英国大约克、丹麦长白猪，用良种基因进行

繁育改良，生产出DLY三元杂交猪，与国际上当前生产优质高产瘦肉型猪生产模式接轨；

用当今世界上著名的优质肉用山羊——波尔山羊与引进和本地母羊杂交，加快了全县肉山羊

品改进程；引进外种肉兔进行杂交，提高了肉兔的生产性能，全县先后引进畜禽良种60余

个品种。新品种换代面90％以上。其中，猪、兔、鸭换代面达100％。同时，同步加快和巩

固了全县良种繁育服务机构建设，将原五个生猪人工授精站调整为三个畜禽品种改良站，除

继续开展猪人工授精外，还增加山羊人工授精技术服务，不断提高技术装备和服务能力．扩

大服务网络，采用低剂量液态精液输精技术、强化对畜禽品种改良站的站内经营管理，全县

生猪人工授精面已达95％以上，山羊人工授精从1998年开始到2000年，授精面已达25％以

上。根据《种畜禽管理条例>强化种畜禽生产的质量监督管理，加强对全县生猪的配种管

理，对仔猪执行发放和回收免疫证制度，对种公猪实施检验核发合格证、统一布局使用规

程，对母猪进行立户、建簿、建档、检验合格分级使用办法，对种畜禽、场、孵抱房执行分

类管理。对种畜禽生产经营者核发许可证强化管理服务，取得明显的成效，全县逐步建成了

育、繁、推、用相配套的畜禽良种繁育体系。

抓住机遇。切实加强动物保护体系的建设。全县从县到乡、村，组成了一支757人的动

物防疫检疫队伍。有职称技术人员203人，1991年全县从乡到村又完成了动物防疫冷链基础

设施建设，做到了县有冷藏冰柜，乡站有冰箱。包片兽医和村兽防员有冷藏盒，切实做到了

苗随身带。多年来坚持每月对动物疫情的测报上报制度。在动物防疫中。每年抓好“春、

秋”两季普防，月月补防、市场补防和仔猪50日龄去势免疫的防疫制度，收到了立竿见影

的防疫效果，同时，改变了单一的猪病防治、转向以猪为首的畜禽综合防疫，全县农村猪瘟

防疫密度常年已达99％以上。2000年又建成了较高规格的兽医诊断室，以确保生猪和其它

畜禽的出口。经过多年的努力，井研县已成为无牲畜w病的“清净县”，全省狂犬病预防工

作先进县，消灭血吸虫病标准县。全面完成畜禽疫病普查，基本形成对畜禽主要传染病的防

疫屏障。与此同时不断强化对畜禽及其产品的产地、屠宰、运输检疫、严格动物无害化处

理。做到动物防检硬，软件配套，全县动物防、检网络已经形成。为此，盈得了1996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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