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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 《南坪县农业志》正是在全国深入改革，举国L F同心阱力建漫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之际进行和脱稿的。 《南坪农业志》得到南坪县志办的指导，农业局领导的重

视和农业系统广大职工及有关单位的支持帮助。由编撰人员辛勤笔耕，几经修改增删而诞

生．在此，谨向有关单位，有关人员及编撰者表示感谢。

南坪农业历史悠久漫长，道路岖崎曲折。由土地私有制到土地公有制，由刀耕火种之原

始农业到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在这激烈的生产关系变革和漫长的生产斗争的历史长河中，

人民群众不断地总结和刨造了丰富的传统农业经验和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推动了南坪农业的

发展，创造了南坪农业的历史。

《南坪农业志》如实地记录本县农业发展的实况和规律。志书以马到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奂议》为准绳，坚持实

事求是，忠于历史，尊重历史，秉笔直书的原则。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横排纵写，纵横结

合。纪录了南坪农业发展的实况和规律，客观地记叙南坪农业生产概况，再现了发展中的问

题和挫折。突出了建国以来，党领导农业发展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和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的特

点。 《南坪农业志》全志共13篇， 38章， 109节， 33寝．本志广

泛地查阅搜集了一九四九年以前到一九八五年底的有关文史资料，文书档案，统计材料和图

书古籍等，全志约55。000字。是我县第一部较为系统，详细地记载全县农业发展的专业志

书。“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志书无可厚非地为哉们及后代留下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史资

料。

当前，我国农业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正面临新的飞跃和新的突破．我

们要尊重历史，尊要现实。南坪因其历史和自然原因，交通闭塞，科技落后，农业基础胞

弱，众多资源尚未开发利用，我们尤其直该毋『lH置疑地发展农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决

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

为此，各级领导干¨从事农业L州．的全体】_【I志，要认真继承和发扬农学遗产，了解县情，

了解南坪农业的过去和现状，矸J现代科学观点研究今后发展方向，为j：断发展南坪农业作Hi

心有的贡献。

银伟强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刑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挟没》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粟笔直：|}的原虬详今略近，详近略古，纵横结合，突
ff{【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全称《南坪县农业志》。全志共分13筛， 38驻， 1 09节， 33表．

约55，000字。部分篇章交叉互见，怛各有侧重。

三、率志资料来源于县内有关单位的文书档案．文件，材科，人员口碑，和外稠函件以

及圈巾古籍等。数字主要采用县统计局和本局农业决算统计年报和各业务站的陶查统计资

}：}。

四、本志上限至1949年以前，下瞰至t98；年底。一律j"语体文，记般体和常用标点符

号。

五，本志涉及到解放前时期的年号、机构、官职、地名等，一律沿用为当时的称呼，不

加以任何政治性定语，仅在年代之后注明公元年次，在地名之后，注明现在地名。建国后，

行政机构有多次更名，一律沿用当时的称呼，放有“县人民政时”、“县人民委员会”、

“县革委”、“××乡”，”××公社”．“××村”、“××大队”．“××生产合作

利’等称¨于。

六、埘本志有关的林业，畜牧、水利．农机、乡镇企业等项，固巳各设专门管理机构，

井分别路志．救不再赘述．
’

．



南坪县地图



《南坪县农业志'验收(讨论)会留影

‘南坪县农业志》编饕组合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嗣

南坪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高原的北部边缘，面积5，290 091F方公里。地势从西北向东南逐

渐降低，山峰海拔一般都在4，ooo米以上，西北受控于岷山，东南为龙门山所扼，境内山脉

纵横，峰恋重叠，河流深切，相对高差悬殊，成为以高山深切河谷为主的地貌类型．河流发

达、溪沟纵横．诸水都注入白水江。由于地形、海拔的差异，使境内气候、土壤、生物等自

然要素、深受其影响，形成千姿百悉，纷繁复杂的自然综台景观，其中九寨沟尤具特色。属

半干旱季风气候类型，温和偏冷，夏短、冬k，夏址、冬干、垂直差异大。1985年有耕地

91，005亩．藏、汉、回、羌、满，彝，壮、蒙古等族人口49，i30A，其巾农业人口39，080

人．

物产丰富、农业四季宜耕，适宜种擅玉米、小麦、肯稞、洋芋、荠子、水稻、谷子、壤子、

胡豆，杂豆、油菜、棉花、麻，蔬策、中药材等多种件物。

早在南北朝和唐朝时期，南坪的中药材、麻和麻布、就已作为贡赋而载入《南史》，

《元和郡县图志》等史册。

勤劳俭朴的南坪各族人民，千百年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特定的自然条件，积饭

发晨农业生产，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

但在旧社会，因为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压榨，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特别是临近解放的时

期，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罂粟泛滥、土匪猖獗，广大农村生产捅敝、各族农民生活贫困。

1949年冬，南坪解放，1953年11月建县。三十多年来在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按照党中央在各个时期制定的方针，政策、在令县农村中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农业

技术革新，开展了反封建斗争，实行了民主改革，解除了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实现

了耕者有其田．对个体农民，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实现了从互助

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怍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

台作社的过渡形式，基本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农业合忤经济。为了发

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充分依靠集体力量，开展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到1985年止，令

县平整土地、加厚土层、改荒河滩、以及抬日1、抬眼包．坡改梯等共计60，441亩。修建引水

渠道346条，电灌站10处，水轮泵提灌站15台，柴油机提灌站43处，台计灌溉面积18，653亩。

在农业科学事业方面有很大发展，由建县初期的建I殳科一个部门管理，发展到由农业、畜

牧、林业、水电、农机、气象干¨乡镇企业多部门、在各级党政统一领导下，相互配合、通力

协作，共弼致力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局下设有专业技术推广站3个，科技J、员山建县初期

1人，lUl985年已发展到43人，其中大专生4人，中专生25人，助理农艺(经)师4人，并

培训了大批农民技术员戒为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骨干．坚持试验示范，推广的原则，采取蹲点

示范，开现场会、办训练班、印发资料等方法，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措施，使科学种田

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一是改进栽培技术，改稀播为合理密植。二是积极推广良种，主要粮食

兰日



阼物和{南菜摹率实现髓种化，其中玉米、已由常规良种发展l§百分之八十的播面为杂交神．

三是合理施肥，改变单一施用农家肥为农家肥和化肥并重，改变单一施用底肥为底肥和追肥

并重．四是改革耕作制度，由粗耕粗种为精耕细作，改变三年四熟制为二年三熟制，和一年

二熟制。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带状种植．五是加强植物保护，由求神拜佛到科学防治，由土

法防治到药剂防治．六是从无到有加强农业技术装备，到1985年全县拥有各种类型拖拉机

387台，农用汽车22辆，提灌、加工动力机械2，171台，总动力11．483马力．从全县无一寸公

路，到1985年建成公路708公里，有17个乡、三分之二的村通汽车．这些，都为发展南坪农

业生产，创造了重要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落实了一系列台国情，顺民心的富民政策和经济体制

改革，使农民得到实惠和休养生息，特别是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地调动

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给农业生产带来恬力和生机，给农村经济带来振兴和篱荣．1985年粮食

总产量3，550万斤，比1949年的1，050万斤增长2，38倍．1985年农村总收入选1，560．9万元，

(不旨乡镇企业)1978年638万元，七年时问，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65师．

建国以来，全县农业生产也出现过失误和挫折，严重的有两次，一是农业合作化要求过

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1958年又很快搞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

民公社化运动，大搞穷过渡，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忽视实际摄

件，不顾人民生活、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这样就使原来已经存在的左倾错误

更加发展，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造成严重后果。再是1966年至1976

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党在农村的各级组织和各项政策遭到严重破坏，长时期把分配上的平

均主义当韵集休经济的优越性，把一窝蜂的集体劳动作为唯一的生产形式，而把农民的家庭

付业当仆班车主义尾巴。违营了自然艇律和经济规律。违背了按劳分配原则．严重地束缚丁

生产力和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再次受到挫折．两次错误，都在党中央领导

下，得到纠』Ji、但沉痛教训、永应记取。

农业址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全县各族人民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十二大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j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推动和加快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由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

化，导致经济结构、农韭结构、劳力结构也起着显著变化．但也出现过，在理解、贯彻党的

方针、政簟小够全面、准确，使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和影响。如1981年在落实家庭

联产承包女仆伽犹豫徘徊，1984年到1985年上年有忽视粮食生产，放松农业工作的倾向．同

时珏存相符发展不平衡和后劲不足等塞际问题．

今后，只要上下一心，总结经验，重视农业，加强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坚持政

革，搞好改革。加速推广农业技术措施，提高生产力。保持必要投入，改善生产条件．一个

_．产发达，经济繁袋的南坪农业前景，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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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自然地理概况及主要生产条件

第一章自然地理概况

南坪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高原的北部边缘。东经103。27’至104。26’，北纬32‘53’至34‘41’。

东邻甘肃省文县，南和松潘县、平武县相依，西靠若尔盖县，北旁甘肃省迭部县，东北与甘

肃省舟曲县接壤。东西长9 3公里，南北宽89．83公里，土地总面积5，290．09平方公里，每平

方公里9人。县城海拔高度1，406米。

属阿坝藏族自治州。1985年，仝县辅4区，l镇，18乡，121村，232农业核算单位，

9，294户，49，130凡，其中农业户数7，711户，占83，1％，农业人口39，080人，占79．54呖，

农业劳动力18，412个。总人口中汉族35，622人占72，5嘶，藏族11，859人，占24，14％，回族

1，435肺人占2，92啊，羌族156人占0 3和，满族48人占0 I哆，彝、壮、蒙古族10人占0 02％。

第一节地势地托

南坪县位于四川省西部地槽区，岷山山脉北段的腹背斜上，}}1一系列腹背斜腹内斜

构成，形成一系列北东向的构造系和南北向的构造系。地势从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山峰海

拔一般都在4，000米LI上，鼎高峰是西南边缘的杂尔纳峰，海拔4，764米，最低处是东南边

境柴门关，海拔1，160水。西北受控于岷山，东南为龙门山所扼，境内山脉纵横，峰峦重

叠，河流深切，相对高差悬殊，而成为咀高山深切河谷为主的地貌类型，北部的安德支莫峰

海拔4，723米、西部边境的晋克盖主峰高达4，372米。氓江东源的弓杠岭，位于率县西、北边

境，海拔3，800米，其余如干孜公盖、森选．大雪槽等山峰海拔也在4，400米左右，相对高度

一般2，500米以上，最大高差达3，500米。由于地形、海拔的差异j使境内气候，生物、土壤

等自然要素，深受其影响，形成千姿百态纷繁复杂的自然最观。

第二节河 流

境内河流发达，溪淘纵横，水系由东南向西北呈树枝状分布，全县诸水都注入白水江．

白水江系嘉陵江西源白龙江的支流，发源并流经我县 《汉书·地理志、广汉郡甸氐道条》

“白水出微外、东莹葭荫入汉”①，即指此。在县境总长50公里，流经白河、安乐、永乐、

永丰、双河、郭元等乡。多年平均流量71—42立方米／秒，平均泾流总量22．5亿立方米，最

大流量360立方米／秒，最枯流蹙22立方米／秒。

白河：发源于弓杠岭斗鸡台，全长57公里，主要支流有九察沟，流域面积1，334．1公里，

多年平均流量16立方米／秒，经塔藏、隆康在白河乡的黑河桥汇入h水江。

黑河：发源于热英克盖，全长139公里，主要支流有嘎畦柯、申多十口、芝麻沟，达舍沟、

羌活淘等。经大录、玉瓦、照河、陵江乡流域面积2，719 1平方公里，在自河乡的黑河桥汇

入白水江。平均流量s1立方涞／秒。

泐珠河，发源于石垭子梁．流经勿角，马家、罗依、烈河等乡，个K36 5公里，流域面

1



积646．27平方公里，在双河乡，[入白水江，平均流量8．8立方米／秒。

纵观全县水系情况，河床比降大，水资源理论蕴藏量丰富。境内河流主要菲大气降水形

成的坡口径流补给，加之降水分布不匀，山高坡陡，植被疏稀，一到汛期，往往造成山洪躲

发，溪流湍急，形成土壤侵蚀大于沉积的水系特点。

第三节气 候

属川西北高原气候区中的暖温带，接近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区的盆地西音|5边缘区。气候

类型属半干旱季风气候，主要特点是气候温和偏冷，夏短，冬长，冬干、夏泓。垂直差异

大，气温随海拔高度增加而降低，县城年平均气温为12．7℃，西北部的大录乡海拔2．478米，

年平均气温只有7．2℃，东南部郭元乡海拔1，261米，年平均气温13·8℃。

高温与湿润同时发生，雨量较少且分配不匀，雨季[5月21日至9月24口]fi年降水量的

72．3％。县城年降水量为552．g皂沭，其中五月至九月总量为425．2毫米，占仝年降水量

76．9师。春多冷空。t活动，气温转升，雨缱也逐步增加，但亦常有眷早发生。秋季气温下蹄

快．多阴雨。冬季k，降水极少，空气干燥．每年七、八月问伏早明显，只是程度不一。县

城年降永量多年平均值为552．9毫米，年蒸发量达1，475．9毫米，为降水量的216倍。有霜期

县城为140天，无霜期225天左右，大于19℃的积温3，800℃，最冷一一月平均气温1．7℃，最

热七月气温平均22．3℃。海拔升高100米，平均气温下降o．55℃，阴坡气温下降略大干阳坡

降水相应增加约24．4毫水。县城太阳幅射总量为102．7千卡／厘米2，多年于均日照时数为，

1，637．5小时．

第二章主要生产条件

全县土地资源比较丰富。建国后水利、水电和公路建设都从无到彳J，有较大发腱。

第一节±地瓷源

全县土地总面积7．935，135亩．人平161．5亩．1985@耕地面积91，005亩，农业人口人平

2．33亩．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4 94亩。水浇地18．653亩．占耕地20 5％。

第二节水利，水电

一、水利：解放前，郭元乡、郭元村从金字村开聚3条，总比约9，000米引水灌溉，此

外，全县再无具有一定规模的工程设施。建幽后，K期坚持水利建|殳，l']1985年全县有引水

渠道346条，年总引水P§527万立方米，电灌站lO处，装机11台，容量388千瓦，水轮泵提灌

站15台，柴油机提滟爿j43处、43台、593马力，萁巾同定站6灶、6白、】32马力，全部提水

量666．43Ⅳ立方米，岱讣灌面18．653吐i。

一、水电：19554[；县城建起第一琏装机容基25千瓦的小水电站，标志着南坪从松灯照明

的原始状态，进入川IU的新时期．刮1985句：个且已有小J轴水电站81娅、装机84台，犍机容量

4，103千瓦，平均每人有l乜83 5瓦，从1972印胜，仝县所订乡、¨都川r了电．喇oH明外，

粮食n0脱牲、磨皿，羽』fi e物稿f|：粉碎也部份川卜丁IH力。



捧三节农业机械

从1959年开始使用玉米脱粒机以米，到1985年，全县拥有各种类型拖拉机387台，农用汽

车22辆，提灌、加工、动力机械2，171台，总动力儿，463马力．基本实现了运输、脱粒和农付

产品加工机械化。提灌、耕地、植保等也有一定程度的机械作业。

第四节变通运输

船放前，垒境无一寸公路，只有崎岖的骡，马路和羊肠险道，运输全靠人背畜驮。白水

江沿岸的中田山村、回龙村郭元村用溜索过渡，边远高山村寨都有人终身未到过肖坪城．建

国后，交通事业有较大发展，从1959年到1985年，先后建成对外公路有南坪至松潘、南坪至

文县，南坪至平武三条。境内有省养道95公里，县养道54公里、林区自养道310公里，乡村

机耕道249公里，合计708公里，全县有17个乡、三分之二的村通汽车。

注。①甸氐遭．是汉、晋时期南坪的古名称，葭萌是昭化的古名称．

全县耕地面积情况表 单位：市亩

其 中 其 中

年 度 总面积 年度 总面积
地 刚 地 田

1949 88。000 87，200 800 1 968 111．151

1950 88，000 87，200 800 1969 110．662

1951 88，000 87，200 800 1970 107．761

1952 88．000 87，200 800 1971 107．615 106．712

1953 88．000 87，200 800 1972 107．442 106．508．3

1954 96。400 95．600 800 1973 107．282 5 106．306

1955 98 650 97．920 730 1974 107．390 106．499

1956 98．700 97．950 750 1975 107。784 106．894

1957 100．350 99．490 860 1976 97．617 96．896

1958 1 00．522 99．662 860 1977 98，156 97，429

1959 108，954 107．974 980 1978 97．920 97，201

1960 106 411 105，361 10．50 1979 97．274 96．555

1961 107．468 1980 100．041 99．401

1962 t16，117 1981 92 446

1963 1I 8．395 1 982 93．015

1964 118 400 1 983

1965 11 8．328 1984 91．293

1 966 118，225 1985 9I．005

1967 11 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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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机构设置

第一章县局沿革

清初松播镇设南坪背，松潘厅在南坪设巡检分管民事，民国三年(1914)松潘县设南坪

分县．民国二十五年(I 936)改为松潘县第二区，辖今城关区、双河区和玉瓦区、白河区部

份乡村。解放前的没K岁月中，南坪从未建立过有关农业生产的行政单位和科研机构。1653

年11月南坪建县，县^民政府设建设科起，到1985年的农业局、三十二年来，随着形势，fE

务的变化，机构名称种I人员组合电几经变更。

第一节建设科

1653年11月，’县人民政府，设建设科，兼错农业生产。第一任科肛陡万义(藏)，初期

有农技干部1人，兽赌干部2人，lUl955年止。

第二节农业科

1656年，成立农业科，第一任科长刘宗昊．1959年南坪撤县，并属松灌县农业科，南坪

设农技组，到1662年止．

簟三节农牧科

1969年南坪复县，设农牧科，第一任科长李克强，到1968年止。

第四节农业服务站

1969年10月，成立农业服务站革命委员会，第一任主任陈固本，由农，牧、林、气、水

等部门组成，到1973年止．

第五节农杖局

1973年，成立农牧局革命领导小组，第一任组长辞书林1977年撒消革命领导小组，改由

局长领导，第一任局长牛永明，到1978年止。

第六节农韭局

1979年农、牧分开，单独成立农业局。第一任局长用天禄。

第二章下属机构

为]，r展农业技术推广、良种推广、植物保护、土壤肥料、罔艺特产、良种试范繁殖、农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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