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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隆昌县畜牧志》的编纂成书，是我县畜牧史上的一件大事、喜事．

我县畜牧业历史悠久。祖宗为我们培育了堪称“国宝，，的隆昌白

猪(即荣昌猪)，和远近闻名的白兔、白鹅(简称“三白")。中共中

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农村体制的变革，畜牧业更加兴旺发达。

我国两千多年来，历代的农牧业经典著作不少，但尚无记载一个

县畜牧业兴衰成败的专志，单一活动的记述较多，既不能横联牧业诸

事，也没能纵述牧业的变化历史。今天，我们写成的这部志书，着重

记述了隆昌人民近七十多年来发展畜牧事业的经历、成绩、兴旺、衰

退、经验、教训。内容广泛，资料翔实，结构严谨。它是记载我县畜

牧业历史的专著，是建设我县畜牧业的借鉴，是研究我县畜牧业生产

的重要文献。

我局属新成立单位，人少亭繁，编修本志的任务，仅由建国后一

直在我县从事畜牧兽医工作的兰家灿同志一人承担。他兢兢业业，勤

奋劳动，走访了渝蓉等十多城市的档案、科研、畜牧部门，也查遍了

县内各区、乡的畜牧业资料。同时还访问了县内全部退休兽医·经过

一年多时间，编写成书，令人钦佩。

展望未来，加速我县畜牧业建设，是我辈的光荣使命，重大的职

责。鉴古知今，才能兴利革弊，为在本世纪实现畜牧业高速度发展和

农业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曾祥凯

l 9 8 6年3月2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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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关于建国

以来党t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

绳，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记述本县畜牧业历史和现状，力

图增强本志的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使之成为“资政、存史、教

化”的新志书。

二、本志记述主要从1 91 1年起，下限断至l 985年。由于史料不

齐，又无据可查，1 91 l—l 92 8年的大事记记载较少。

三、本志记载隆昌县畜牧业历史，既含畜牧系统，也含其他有关

畜牧业的单位，以志本县畜牧业全貌。

四、为记述隆昌县畜牧业的发展变化，首列概述，概要介绍本县

畜牧业的历史和现状。

五、本志采用志、记、图、表、考、传、录的体例，共为8章3 8节。

六、编写纪年．，建国前，按朝代、民国纪年加注公元。建国后，

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县畜牧，农业两局文书资料及省、地、市、

县档案馆档案材料，少量取自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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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遵

隆昌县自然条件优越，民间素有养殖畜禽传统习惯，自猪、白兔、自鹅(即隆昌牧

业．--白”)和麻鸭，属隆昌地方良种，饲养历史悠久，清代农村即流行有“白毛猪儿

家家有”的口语。全县畜牧业中，家畜以养猪为主，牛、羊次之。小家禽畜以兔、鸡、

鸭为主，鹅次之、养蜂较少。民国时期，农村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又受战乱动荡的影

响，拉丁派款，兵灾匪患，农业凋蔽，民不聊生，畜禽饲养数量少，饲养管理粗放，兽

疫流行，畜禽死亡严重，畜牧业停滞不前，虽属自给或半自给性生产，但仍是川中牧业

较发达的地区。三十年代，白猪的子猪即已远销省内外。白猪猪鬃，是重要出口物资，

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养兔是农村三六副业之一，白兔皮、羽毛，也都是重要出口产

品，很受欢迎。棚鸭生产，技术优良，雏鸭、菜鸭远销成渝等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发展畜牧生产作为国家建设重要项目。1951年

土地改革后，中共隆昌县委、县人民政府就积极贯彻执行发展畜牧生产的方针政策，采

取有力措施，促进畜牧业生产的发展。至1 985年，我县以养猪为主鲋畜牧业已开创历史

以来的最高水平。

建国三十六年来，我县的生猪饲养，属增加的2 4年，减少的1 2年，小家禽家畜

的饲养状况，与生猪大体相似。

1 950年一1952年是畜牧业恢复时期。土地改革后，农民发展畜禽的积极性虽高，但

仍处在经济贫困，生产资料缺乏，畜禽饲养困难的状况，国家每年都要发放大量猪牛贷

款，扶持农民饲养畜禽。建立县种猪场，繁殖推广良种，荣昌子猪大量外调，支援各

地。配备畜牧兽医人员，认真为农民防治猪．牛和小家禽畜的病疫，减少疫病死亡，使畜

禽迅速增加，生猪饲养量由1950年的111577头上升到141150头，增力[126．4％。小家禽畜

也由30．6万只上升到67．29万只，上升一倍多。生猪和小家禽的饲养数量都超过民国时

期的最高水平。全县畜牧业产值比重由1949年射10．99％上升到11．62％，生猪产值由
2 5 8万元增长到2 9 3万元。

1953年一1957年是畜牧业发展时期。随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畜禽饲养数量

有较大的增加，1957年生猪存栏比1952年增加2．44万头，增长15．02％；小家禽畜存栏比

1952年上升59．68％；山羊增长24％，耕牛繁殖，改变了历史习惯，开始配种繁殖小牛，

存栏牛上升17．59％，全县畜牧业产值增]J1110％。

1958年一1962年是畜牧业衰退时期。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全县受“左”的路线影

响，平调私养生猪，不准和限制社员饲养畜禽，使家禽家畜急剧下降，饲养数量倒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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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最低水平。1961年生猪存栏仅34611头，全年出栏肥猪只有6300头，造成春节供应人

口人平仅有猪肉半斤，出现食肉难。小家禽家畜存栏由107，45万只下降到54，68万只，下

降50％。畜牧业产值1自1957年的647万元下降到135lj"元，减少了79％。

1963年--1966年是畜牧业复活时期。实行了划饲料地与肥猪、子猪奖售粮等政策，

生猪与小家禽畜又逐年恢复和发展。在1963年的基础上，全县畜牧业产值由164万元上

升到946万元，增长4．7倍。生猪存栏由3．8万头上升到12．18万头、出栏肥猪由0．82万头

增加N8．04万头，小家禽家畜存栏上升48．1％。

1967年--1978年是畜牧业下降和徘徊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左"的路线再

次影响畜牧业生产。农村社、队对小家禽畜仍采取“限养”或“禁养”的办法，严重阻

碍畜牧业的发展。1969年生猪存栏比“文化大革命”前少40．9％，肥猪出栏数减少61％。

七十年代县革命委员会虽然每年都召开畜牧工作会议，布署畜牧生产，’但由于“左”的

政策没有得到解决， “限养"、“禁养’’的现象仍然存在，因而生猪存栏仍徘徊在10万

头左右，小家禽畜存栏数只有50一60万只。

1979年一1985年是畜牧业振兴时期。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政

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完善，市场管理政策的放宽，富民政

策的执行等，调动了农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良种畜禽和“经济杂交”·的推

广，传统青饲料贮存的改革，配合饲料的生产与使用，综合防疫的实施，已成为农村千

家万户的普遍行动，养畜禽重点户、专业户的涌现，科学饲养畜禽在农村正向纵深发

展。1983年中央农牧渔业部来县召开“南方省、市、区青贮饲料技术推广现场会”。

1985年农牧渔业部根据我县水禽发展状况与条件，经考察研究后，下达给我县《建立水

禽基地开展水禽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课题。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县畜牧业的发

展。1985年全县农业经济结构已进一步调整，农、林、牧、副、渔五业都在相应增长，

牧业增长幅度大于各业，历史上单一的农业经济，已发生巨大变化，畜牧业产值在农业

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0．99％，上升到31．28％，产值增长11倍多；种植业产

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已由1949年的75．15％，下降到56．84％。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提

高，畜牧业内部结构也在迅速改变，历史上单纯以养猪为主的畜牧业，已进入家禽家畜

同步增长，肉、蛋、奶相应发展的新阶段。1985年生猪饲养量54．4万头，是清代至今养

猪最多的一年。自1956年作为四川省控制和消灭猪传染病试点县后，八十年代中，即已

坚持综合防疫措施，使牛瘟、牛炭疽、猪丹毒等历史性传染病已基本控制，猪肺疫、猪

瘟等传染病已初步控制，大量减少，生猪发病死亡，已由建国初期的23．8％，下降到

4．8％，牛只疫病死亡，也由10％左右，下降到1％以下，从而保障了猪牛生产的发展。

人们食品结构的改变，促进了小家禽家畜的发展，良种鸡、鸭已基本普及农村，国

外良种樱桃谷鸭的引进，建昌鸭与本地麻鸭杂交鸭的推广，受到农民普遍欢迎，使水

禽生产出现振兴局面。1985年小家禽畜饲养量已达到518．797只(兔122．2万只，鸡151．5万

只，鸭169．5y／只，鹅48．5y／只)．，比建国初期的57．6万只，增长8倍；年终存栏128．7万

只，比存栏最多的民国22年(1933年)存栏63．1y]只多了一倍，也是民国至今的最高纪

4



录。1985年养猪产值在畜牧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73．59％，下降到62．07％；小

家禽畜产值在牧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7．08％上升到32．1％。猪肉生产也正通过

经济杂交·的途径，增加瘦肉型猪的生产，全县生猪杂交面达到80．25％。畜禽产品除

充分满足城乡人民需要外，已大量外销，过去仅作肉食原料供应的习惯，已进入畜禽产

品的深加工、精加工。蝴蝶猪头，腌腊制品、香肠，板鸭、板鹅、卤鹅鸭、腌、卤、腊

兔，无铅蛋皮、盐蛋等，已大量上市和运销内江、自贡、重庆、成都、新疆等地。年出

口猪鬃已达782担(90％以上的是白鬃)，比民国时期增长两倍。羽毛市场繁荣，年交

易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贵州、湖南、河南、安徽、广东，河北等六省外贸及商贩来县

收购，成为省内规模最大的羽毛交易市场。

随着畜禽专业户、重点户的发展，大群饲养，商品化生产，已在县内进一步增长。

建国以来，我县畜牧业经历了恢复、发展、下降、徘徊、振兴的历史过程。三十六

年中，畜牧业的兴衰，无不与国家对农村工作的方针路线、社会的安定正常，农业生产

的丰欠息息相关。路线正确，政策适应，社会太平，粮食丰收，畜牧业就发展；反之就

下降、徘徊。压抑或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畜牧业就停滞、衰退；政策有利于调动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畜牧业就兴旺发达。

膏两种无血缘关系的不同品种畜禽，杂交配种后，其子代(第一代)具有显著的生

长优势，可以显著的提高饲养者的经济效益，当代畜牧业中通常称为经济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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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民国元年(1 912)

隆昌大旱，粮食欠收，畜牧生产困难，生猪承包出栏屠宰数仅2．8万头。

民国11年(1 922)

7月，隆昌县设实业所，所址在禹王宫下道观坪，管农业等实业。

民国16年(1 927)

3月，隆昌县实业所改为隆昌县实业局。

民国1 8年(1 92 9)

隆昌县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生猪存栏达到9．8万头，水禽饲养较多，存栏鸭7．7万

只，鹅2．oZ只。

民国2 o年(1 93 1)

春早夏洪，水禽春孵数量大减，与上年相比，养鸭养鹅量各减少36％，(当年养鸭

数为5．1万只，养鹅数为1．6)y只)。 ·

报。

民国22年(1 933)

9月，隆昌县设农情报告员，受中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管辖，负责本县农情申

民国23年(1 93 4)

春季，四川中心农事实验场钟之琛在隆昌调查；生猪传染病有清水症(即猪肺疫)、

火症(即猪丹毒)等，多发生于三月至八月。猪只死亡较多。

四川中心农事实验场农业调查委员会派畜产科技士李治鹏来隆昌调查养猪业，报告

称“盖以荣、隆两县所产白猪，为全川之名贵猪种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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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融4年(1 935)：

隆昌县实业局改为县政府建设科，科内设农林技士一人，管理农牧等业工作。

民国25年(1 936)
、

重庆中国银行派刘国士、吴一峰来隆昌调查农家副业，报告中叙述隆昌农家副业分

三种；一，绩麻线织夏布。二、织土布。三、养兔子。并称“隆昌兔子到处皆有，农家

均善养兔"。

民国26年(1 937)

8月，四川家畜保育所以荣昌县安富镇为中心建“荣隆实验区”，负责指导荣昌、

隆昌白猪的杂交改良，繁育推广等工作，正式将“隆昌白猪”统一名为“荣昌猪，，。

民国28年(1 93 9)

4月，成立隆昌县农业推广所(简称农推所)于禹王宫下道观坪，负责农牧等业推

广工作。

6月，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简称省农改所)畜牧兽医组，组织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

兽医系三年级学生、第三届专修科学生26人，于26日至8月22日在本县界市、周兴、龙

市、黄家、响石、胡家、乐只、西南镇等八乡(镇)的106个保，调查隆昌养猪业，总结

中指出“荣昌、隆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六县户平养猪，隆昌第二，以田土比，

隆昌养猪最多。”

10月，省农改所畜牧兽医组派技士郭继贤来隆，首创养猪比赛大会。公猪、母猪、

架子猪都分别选出头、二、三名，给予现金和实物奖励。

12月，由隆昌调出自猪仔猪808头，到外地饲养。

民国2 9年(1 94 0)

春旱严重，棚鸭春孵再次减少，全县存栏鸭再次下降至5．1万只。

5月， “六县"家畜保育促进会以隆昌、荣昌为中心，由许振英博士偕同技士郭继贤

等到本县李市、油房、渔箭，荣隆四乡，以七十天时间对猪只饲养管理和种猪作调查及

鉴定。

6月前后，响石镇、龙市镇、双风驿农村流行牛瘟，短期内传染至县城的西南、东

北二镇，共计死亡黄牛392头，耕牛479头。

7月，省农改所兽医组派员来县；在黄家场、龙市镇预防牛瘟157头，治疗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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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 o年(1 941)

12月，省农改所兽医组派员来隆，在双凤驿糖房，预防牛瘟的推牛52头，治疗1 0

头，检查9头。

民国31年(1942)

隆昌县政府成立合作指导室，指导成立猪鬃合作社一所。

民国34年(1 945)

上年大早，八月水灾，隆昌县小家禽畜普遍减少，养兔比上年存栏19．5万减少

12％，鸡比上年存栏18．4万只减少35％，鸭比上年存栏7．1万只减少44％，鹅比上年存栏

4．2万只减少近一半。 ，

民国35年(1 946)

隆昌县农推所奉四川省政府令裁撤。

民国37年(1 948)

7月，省农改所畜牧改良场特派技佐杨祥麟及华西区防疫处杨纶于9月来隆，10至

15日在西南、东北两镇作养猪示范防疫施治，预防注射，预防猪丹毒496头，效果尚佳o

l 9 4 9年

12月5日隆昌解放，18日成立隆昌县人民政府。

1 9 5 0年

8月，隆昌县人民政府成立建设科。

冬季，第三区(即现黄家区)黄家场民间兽医张国平带领徒弟组成护畜小组，到区

属各乡农村检查耕牛健康，指导护畜活动。县及时向各区介绍推广．

1 9 5 1年

5月，川南兽疫防治所第二兽疫防治队在隆昌三区顺河，人民、农民等乡对耕牛作

炭疽预防注射，共预防牛538头。

7月，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筹备组织隆昌县兽医工作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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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科分为农业科和工商科。

i 9 5 2年

元月，隆昌县兽医工作者协会成立。赵洪滔县长到会向全县民间兽医讲话。会议选

出协会委员会，张国平为主任，兰家灿、林扬富为副主任。

6月，川南财经委员会计戈4拨大米25万斤，由县人民政府(简称县府)在外西罗家．山

建隆昌种猪场，繁殖隆昌自猪。

9月，隆昌县人民政府开办农业积极分子农业技术培训班，学员111人，学习农业、

畜牧科学技术。

l 9 5 3年

3月，成立隆昌县畜牧兽医工作站(简称县畜牧站)，全站6人，隶属予农林科。

负责畜牧兽医技术业务工作。站长李治文。

8月，除一、九区外，隆昌县兽医协会和各区兽医分会都开设家畜诊疗所，供应兽

药，开展兽疫防治。

l 9 5 4年

4月，隆昌县人民政府农业科组织畜牧站技术人员到油房乡调查耕牛发展，宣传和

指导母牛配种，改变母牛不配习惯。

7月，县农业科从泸县稻麦试验场运回水浮莲种苗30斤，在东门外县农场稻田放

养，生长很好。

隆昌重点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社员私养耕牛批价入社，价款

由社逐年归还。耕牛从此即为农业社集体所有。

1 9 5 5年

元月，隆昌县建设科派畜牧科技人员总结石碾乡“崇光”农业社社员骆思秀(女)

养猪经验，印制成书，发给各乡农业社干部和饲养人员学习。

2月，县建设科开办养猪饲养员训练班，县供销社，畜产公司都派干部参加，学员

417人。

l 9 5 6年

2月，隆昌县牧鸭生产合作社建立于城郊富顺街外，开设孵抱房、放牧棚鸭。

8月，隆昌县开展“四川省控制和消灭生猪传染病试点县”工作。培训兽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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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队，逐乡、逐户开展生猪传染病预防注射。

6月，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人委)发出通知，乡乡设立家畜保健站，由乡长兼任
站长，副站长由县人委任命兽医担任。 ．

7月，县人委发出文件规定，凡有场镇的家畜保健站又是家畜检疫站，采取牲畜上

市初查，成交复查，下市消毒的防预措施。

年底，隆昌种猪场并入县农场。

1 9 5 7年

4月，隆昌县人委农业科与水利科合并，仍称农业科。

7月，县级机关整风，大鸣、大放。畜牧干部中有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l 9 5 8年

6至8月，县人委农业科在原农训班开展全县兽医人员整风运动，有260人参加。结

束时，j改选县畜牧兽医工作者协会。王述荣为主任。

6月，县成立隆昌县畜牧局和隆昌县畜牧跃进指挥部。

9月，全县掀起大办“百、千、万"头猪场活动，农村集体食堂和生产队、管区、

公社都办猪场，集体收回社员自留地和饲料地，社员私有猪交集体饲养，饲料由管区或

公社划拨。

8、9月，县畜牧局分别在油房公社扬名坳、付家桥南峰寺、城郊罗家山建立耕牛

配种站。

中共隆昌县委员会(简称县委)决定，在云顶寨内开办“云顶万头猪场"，改住房

为猪圈，猪源自各公社调来，共调养种猪、肉猪533头。

l 9 5 9年

春季，油房耕牛配种站推行母牛集中催情、人工授精的配种方法。县及时向各区介

绍，各公社都建立猪牛催情院。猪牛人工授精站，广泛开展猪牛配种工作。

当年，县畜牧局、县兽医协会在罗家山新办兽药厂，生产20多种兽药，供各公社兽

医站使用。

9至11月，县人委举办国庆十周年农业展览，专设畜牧馆。

l 9 6 0年

4月，根据宜宾专署指示，县农业局与县畜牧局合并，称县农业局，局设畜牧站。

7月，县委决定，云顶万头猪场停办，人员、猪只、设备移交县农科所。

12月，在县委生活办公室下设生猪办公室，由副县长曹金木具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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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1年

县生猪办公室在福庆公社一管区(现两路口村)一生产队驻点，开始将集体猪逐步
下放给社员饲养，谁养谁有。

1 9 6 2年

2至8月，副县长曹金木带领畜牧干部在双凤、福庆等地调查试点后，全县开始给

社员划拨自留地和生猪饲料地。

5月，县农业局精减干部十多名，畜牧干部薛青被精减后，自愿去凉亭公社兽医站
当兽医。

12月，由农业局划出畜牧站，成立县人委会畜牧科。

1 9 6 3年

8月，全县各公社陆续收回下放兽医，恢复公社畜牧兽医站。县人委规定“公社畜牧

兽医站人事、经济、业务由县业务部门直接管犁。
4月，县畜牧科在良种白猪地区的生产队，建立良种猪生产基地，由畜牧科与生产

队签订良种自猪生产合同，促进荣昌猪的恢复发展。

6月，县建立兽医诊断室，担负城区耕牛屠宰、交通运输等的检疫、疫病的化验诊

断、检查。并自制兔化疫苗，供应全县预防猪瘟之用。

本月内招收城镇青年23人，培训后分配到各基层站工作。

1 9 6 4年

8月，宜宾专署通知，撤销隆昌县人委畜牧科，并入县农业局为畜牧站。

5月，畜牧站组织人员在云顶、油房，圣灯的山区和坝区，普查和收集中草药标本。

11月，县委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一封信》，把养猪业提

到了重要位置。

l 9 6 5年

2月，农业局整顿兽医组织。28日晚根据县委指示，由农业局与农业银行分掰通知

公社兽医站与公社信用社、银行，于3月1日零时冻结各站资金，开展整顿工作。

l 9 6 6年

7月，县农业局全部职工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即开展“文化大革命”。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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