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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游县是个有九十多万人口的农业县，自然条件优越，农业

资源丰富，生产历史悠久。早从三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

始，勤劳的仙游先民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创造了驰名于全国的传统农业· 搿掇树法一应用于荔枝个体繁

殖，农学著作宋代蔡襄的《荔枝谱>，《茶录》。近代农业生产

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兴{j二桂元甲天下，，：“全国蔗糖之乡力的

美誉和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 ．，
：． √ 。1|：

、新中国的成立后，揭开了仙游农业发展史的新篇章。在各级

党政领导下，经过生产关系变革，经营体制的改革，大力贯彻农

业。八字宪法’’，大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开荒造田，、平整土

地，改革耕作制度，旱田改水田，单季改双季，一熟改多熟，推

广应用农业新技术，从传统农业栽培发展到模式化栽培，从习惯

施肥到优化配方施肥，从药剂防治到综合防治，，水稻良种推广方

面由高秆改为矮秆，常规稻改为杂交水稻，猪的二元杂交利用率

达到9 5％以上I渔业方面推广流水养殖和网箱养鱼等集约化生

产，调整生产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_二高÷优?农业等

生



等。仙游县农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1 9 9 2年农业总

值7 3 2 4 0万元，比1 9 4 9年增长2 2．7倍。粮食总产

2 1 6 0 3 8吨，比l 9 4 9年增长2．5倍，果树总产量

5 3 5 4 8吨，比1 9 4 9年增长2 9．9倍。畜牧业产

l 7 0 2 2万元，比1 9 4 9年增长5 3．3 8倍。水产品产

达8 5 0 6吨，比1 9 4 9年增长6．8 6倍。农民人均收

9 2 0元，比1 9 4 9年增长2 4．5 5倍。仙游县农民生

已经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然而，仙游农业发展并不是一帆

顺的，也受到稿左玑的路线影响。。4 8年来，农业历经恢复

展』一走下坡一二有了新的发展一一徘徊停滞一二全面发展的

程。．1 9 7 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率先改革

使农业多年持续稳定发展，：一农村经济·直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

．．本人有幸躬职仙游县农业局，-感到很有必要将仙游县农业的

历史与现状作一次系统的记述，供今人与后人在从事农业生产活

动中参考借鉴，因而于1 9 9 2年5月．譬1日成立了《仙游县农

业志》领导小组，着手物色编纂人才，i并组成1 7人的编写组。

做到领导、资金，编纂人员，三落实妒。在领导的重视以及县方

志委的精心辅导下，．编纂人员多方搜集，整理，考证有关农业资

料，历经一年半，写成《仙游县农业志》。一． ．一。·。=j ．

一《仙游县农业志》内容包括自然条件、生产条件、生产关系

变革，?经营管理，农田基本建设、种植业、甘蔗、农业技术、养

殖业，机构演变和历史名人录等，记述了建国前1 2 0 0多年农

业发展史和建国后的重0多年来仙游县农业起伏发展情况，突出

了仙游人民在县委县府领导下，‘j艰苦创业，。’勤劳俭朴，．使农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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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光辉业绩，并且体现了农业的发展必须口一靠

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劳的真理。本志资料翔实，观点正

确，体例完备，能起到搿存史，资治，教化劈的作用。

跨 文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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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Z析问

题，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统一。

二、本志内容力求真实地反映本县农业历史与现状。详今略

古，以近代特别是现代为重点，力求突出本县农业特色。

三、本志上限不限，下限至l 9 9 2年底。

四、本志资料来自本局下属各站、股、场、所历年存档材料

以及县档案馆、图书馆、《仙溪志》、《仙溪县志》、《兴化府

志》等有关史志资料，并召开座谈会，调查，访问知情者，当事

人等提供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材料来源。

五、本志使用的数字，1 9 4 9年以后，以县统计局《国民

经济统计提要》(1 9 4 9一一1 9 9 0)为主。1 9 49年前，

以采用旧县志的数字为准。数目字除分类外，均用阿拉伯字。

六．本志采用计量单位，除个别旧制单位不宜换算外，一律

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七，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

八，纪年，1 9 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

垂



年，并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在章节中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公
兀，1 9 4

9年后，采用公元纪年，或称建国前或建国后。志里

所称建国前后，是以l 9 4 9年l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为界。

九，收入本志人物传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并以本县籍为

主，选对仙游农业发展有影响人物，以及获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者。

十，本志用规范的语体文为记叙体。数字写法以《关于出版

钫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为全
称。

十一，行政区，地理名称，均依当时当地历史习惯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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