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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米凤君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毛泽

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生前所倡导的一项重要的文

化建设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地方志的编纂工

作又重新提到El程，市委、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加强领

导，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长春，地处松辽平原的腹地。从远古起，就有先民在

这里从事狞猎和耕作，但作为城市的规模，其形成的时间

并不很长。如果从公元1800年设立长春厅算起，距今大

约1 90多年的历史。长春从其历史的端点一直延伸到今

天，城市结构与城市功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而演变

的基本走向是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现在，长春不仅是吉

林省的政治中，心、贸易中·心、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科学

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也是国内工业生产基地之一。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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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大城市一样，结构是复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长春作

为省会所在地的城市'．设有市、区两级行政管理机构。这

两级行政管理机构，通过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管

理着城市，组织和指导城市的各种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

制约和影响着其它功能的发挥。长春市又直接领导其周

边的五县(市)。这不仅是管辖范围的扩大，而且更重要

的是标志着城市辐射能力的提高和城市中心作用的突

出。

长春随着历史的发展，已明显地形成了自己的优势。

首先，它是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之一。长春地处黑土

带，盛产粮食，同全国其它大城市相比，是属于拥有耕地

多、提供商品粮多的一个城市。粮食产量及其商品化程

度，是影响长春发展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在工业化

的今天，粮食在长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仍然具有不可忽

视的重大意义。

其次，它是全国汽车生产基地之一。长春以汽车生产

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显示自己的特征。汽车工业的兴起以

及客车、机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出现，对长春由消

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对形成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的经

济发展格局，具有决定性意义。长春工业化的历史表明，

汽车工业将成为长春经济发展的长远优势。

第三，它是全国科研基地之一。长春的高等院校比较

集中，科研院所比较多。科技队伍不仅数量大，而且素质

较高。这是建设长春、发展长春在科技力量方面所表现出

来的一大优势。，“科技立市，振兴长春"的方针，就是建

立在这一优势之上的。

长春市的修志工作特别强调对市情的研究：既有历

史考察，又有现状分析f既有专项解剖，又有综合论证；

既有规模不一的会议研讨，又有深入实地的走访调查。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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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多样的研究活动，使我们对市情的认识与把握不断深

入。修志的历史一再表明，研究市情并力图取得对它的科

学认识，是不能一次完成的，它不仅要贯穿于修志过程的

始终，而且也必然要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

实践之中。

《长春市志》作为市情的载体，我们采取了两级结构

的志书体例，即由总志加分志组成。总志是宏观统揽，集

中记述全貌；分志是微观展现，分别记述行业。总志与分

志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它们对市情的观照，宏微相

济，互为补益。从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奋斗目标来说，《长

春市志》应当成为一个涵盖长春城乡全貌，囊括市情全部

资料的科学著述。

《长春市志》是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

我们力求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完整统一。广大修志

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广搜博采，去伪存

真，实事求是，努力体现时代风貌与地方特点。

《长春市志》是一个浩繁的文化系统工程，是一部包

容全部市情在内的科学文献。它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

现状，比较系统地记载了长春市有关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以及建置、环境、

人口、城市设施、人民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珍贵

资料，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探索振兴长春的客观规律，必

将提供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的依据，对于在广大人民群

众中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也将具有十分重大

的现实意义。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相

当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感谢各部门、各单位为修志工

作提供资料以及给予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感谢全体

修志人员辛勤笔耕、殚精竭虑的无私奉献精神，感谢各级



长春市志·农业志

领导和各位专家学者的热心指导与鼎力相助。

《长春市志》各卷的相继问世是长春人民政治、文化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凝聚着长春人民的智慧与血汗，也

体现着各方各界通力合作的精神与品格。由于编纂的水

平有限，且又仓促成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祈广大读

者及各界有识之士指点谬误，不吝赐教。

历史发展和真理发展的客观规律启示我们：今人的

过失往往要后人来纠正。后人将站在今人的肩膀上观察

世界，观察人类社会，必然高于今人的眼力，比今人看得

更准、更深、更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来者居上，，。对

《长春市志》记述内容的匡正与补订，将要由后人完成。我

作为当今的一任市长，对后人寄予希望。

1 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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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平．1．千I

我来到东北几十年了，一直从事农村工作。这期间，曾经参观

过苏联、日本、加拿大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看过有关农业的许多

书，也写过几本关于农业的书。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八亿人IZ／从事

农业，新中国建立以来，国民经济一直以农业为基础。全国十二亿

人口，吃饭是天大的事。奋斗了四十年，才解决了温饱问题。我在

长春从事农村工作二十年，一直闹农业生产关系，也没有搞明白，

因而我渴望能有一部《农业志》，全面、系统地揭示长春农业的历

史演变。

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长春农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在此时长春《农业志》问世了，这是长春第一部反映农业历史和

现状的著述。它采用纵述历史、横陈现状的结构，通过翔实而珍贵

的资料，再现了长春农业的兴衰起伏。读起来，脉络清晰，视野开

阔，令人欣喜。

旧



新编地方志要详今略古。一般行业着重记述其现代历史和当

前状况。而对于举足轻重的行业，却不能不溯本求源、贯通古今。

长春《农业志》的编者，依靠专家、学者和各方面的力量，排除历

史资料残缺不全的困难，充分利用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把长春源

远流长的农业展现在读者面前，实在可贵。

长春是我国开发比较早的地方之一。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

器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从游猎而定居，开始使用简陋的石器

工具进行农耕活动，懂得了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创造了原始农

业。秦汉以来，长春的古代农业有过三次大的开发。夫余族最先开

发长春黑土带，当时夫余族的经济、文化水平，在东北少数民族中

处于领先地位。辽金时期，长春的古代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仓廪

充实，“虽累兵兴，未尝用乏"。清代，由于人民长期反对“封禁’’

政策，迫使清王朝不得不逐步弛禁，直至完全废禁。随着垦区的扩

展，民户的增多，长春的农业生产又有了新的变化。长春近代农业

出现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所发展。。九·一八”事变之

后，日本侵略者基于掠夺我农业资源的需要，引进了一些近代的生

产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的近代化也正是农业的殖民地化。

从新中国成立时起，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长春地区广

泛应用现代技术，实行科学种田，加速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

化。60年代，“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长春的粮食生产

有了发展。80年代，长春所辖的五个县相继建成为国家的重点商品

粮基地，全市人均交售商品粮、出口粮以及粮食商品率均居全国大

中城市的首位，成为计划单列市中唯一的粮食调出市。

新编地方志是严谨、朴实的资料性著述，它没有论述事物发展

规律的任务，而长春《农业志》却通过对农业兴衰起伏的因果关系

的记述，给人以规律性的认识。它宏观地记述了历史上战乱频仍、

民族迁徙，以及清王朝的“封禁”政策；它具体地展现了长春农业

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怎样一次次兴起，又一次次衰落。夫余

族开发长春农业达600多年的时问，先后有鲜卑、高勾丽、勿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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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侵，夫余国经过灭而又复，终致亡国，农业垦区也随之遭到破

坏。4 00多年以后，辽强调。种桑麻”，。兴盐铁”，长春黑土带得到

重新开发。到了金代，长春古代农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女真族继

续开发黑土带，使用铁制农具，数量之多，种类之全，是以前任何

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元灭金以后，蒙古族大量迁来，大片的农业垦

区又变成放牧草场。明代中后期，长春的农业生产略有好转，明与

后金又展开了长期的战争，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王朝推行“封

禁"政策达256年，到1 860年柳条边被迫开放，长春的农业又得

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春的农业生产依然在曲折中前进。但

是，与历史上退耕为牧以及生产方式的几次倒退有本质的不同，这

主要是“左"倾错误的影响，表现为：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改变

过快；人民公社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农

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泛进行阶级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左’’倾错误的发展，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扰害，整。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

等等，严重地伤害了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由于每次运动之后贯彻调整的政策，农业生产又波浪起伏。1978年

1 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从此拨

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实行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农民在土地利用上有了自主权，在耕作方法上应用科学

技术，农业生产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农业志》还记述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的历史、现

状和发展趋势，包括种子、土壤、肥料、植物保护、栽培技术、用

地与养地的关系以及不同地区的生产能力等等，其中所蕴含的生

产经验和生产规律，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有着悠久传统的长春农业，在20世纪末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

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彻底改变了农业按种植

计划组织生产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农民从黑土地走上了五花

八门的市场，特别是我国恢复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之
吖



后，长春盛产的“五谷杂粮"还要参加国际竞争，这对长春的粮食

优势，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我们必须狠抓农业的综合开

发，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国务院关

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战略决策，为长春农业向高层

次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今后的农业生产不能单讲数量，而要数量

和质量并重，用市场经济的观点加以指导。我认为，长春农业有较

强的应战能力，一个重要根据，就是长春农业的潜力比较大。如，

粮食作物平均单产不高，各种作物、各个地块之间产量悬殊；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丰歉年波动较大；一些农业生产资料，如化

肥的投入量还小，粮食作物的经济效益不高，投入产出比仅为1：

2．4 1。挖掘农业的潜力，长春有很多有利条件。1 992年末，中央在

新的形势下再次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要稳定农业，稳定全局。这

就为长春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时”条件；这里还有

得天独厚的“地利”资源；更有调动与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人

和”环境。我们既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

就一定能很快地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使之在市场竞争

中发挥自己的优势。

长春《农业志》是长春市情的重要载体之一，它的出版，为认

识长春农业，把握长春农业，发展长春农业，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农业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而且会在今后日益

显示出它的科学价值。

199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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