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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县很重要的一部专业志书一“阳城县农业志》出版了，这是
我县经济建设中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这部志书详今略古，着重记述

了建国以来我县农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资料详实，数据准确，对

研究历史，指导生产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是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值

得一阅的好书：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泉，生存之根本。当今社会，即使发达国

家，也很重视发展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社

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全面推进改革的新形势下，进一步

提高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我们阳

城农业的历史，其现实意义就在于，总结前人长期的生产实践经

验，取其精化，弃其糟粕，输入现代农业的观念、信息和技术，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谱写新的历史篇章，接受后人的检验。

纵观阳城农业，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留下了古代许多贤明君主

倡导农桑的踪迹。大舜帝来阳倡导过养渔业，商汤王在桑秫祷过

雨，周穆王在桑林观过桑等，说明我们阳城这个文明古县古代农业

的发达程度。但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中，封建统治限制了农业的发

展，原始的生产工具沿用数千年，造成了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

解放前，广大农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衣不蔽体，食不饱肚，一

遇洪旱等灾害，便在死亡线上挣扎。《农业志》中收录的历史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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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荒碑记载，对那人吃人的社会是有力的历史见证。解放以后，我

县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改变落后面貌，不断提高生

产水平，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尽力农桑，在阳

城历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一九五八年，国务院授于了我县“农业

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县"奖状。进入七十年代后，我县蚕桑生产一直

居华北地区之首，梅花牌桑蚕丝连续两次荣获国家金质奖，畅销国

内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发

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业呈现

出有史以来发展最快，前景最好时期。把此情景载入史册，有着十

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值此，我对参与编纂《农业志》的同志深表赞扬，对该志的出

版发行表示热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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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据历史考证，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两万五千年以前阳城

就有人类的踪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的祖先开垦了阳城这

块富饶的田园，养育了千千万万阳城的子孙。追溯历史，孕育人们

生存和繁衍的曹先是农业发展史。然而农业专志在我县的史册上却

未曾有过，清康熙、乾隆、同治年、间编修的县志，也只简略地记载

了阳城农业的物产资源和重大自然灾害，给人以凤毛麟角之感。新

牛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很重视史志的编修工作。六十年代，我

县曾组织人员编修史志，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中止。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九八一年九月，金县重整修志队伍，全面

铺开了规模较大的修志工作。在这样的形势下， 《阳城县农业志》

应运而生，实在是一个新的创举，值得喜庆恭贺!

《阳城县农业志》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当代，详今略古，

力求做到符合志书的要求和体现地方及专业特色，在诸多方面做出

了努力。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蹒而就，能否符合新方志的要求，

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进一步修编和完善。

这部由我县编纂、印刷、发行的阳城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农业

专态"，详细地记述了我县农业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概况。其内容包括

土地资源，生产关系，农作物种类、品种、分布，栽培技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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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农业谚语和历史灾情记载等十多个方面。资料详实，涉猎范

围广，内容丰富，对研究阳城农业的历史与现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和借鉴作用。有兴致读此态，可纵览阳城农业发展梗概，对于科学

决策，促进经济振兴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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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我局主持编修阳城县农业专志始于一九八五年元月，经过二年

的努力，终于定稿付印。全书十八万余字，资料详实，内容全面，

纲目清楚，文字简炼，以历史的真实记述了阳城农业发展过程。经

审阅，受到县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好评。

阳城农业历史悠久，远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在

这里用原始工具从事各种农业生产，古代几位贤明的君主来这里倡

导过农桑，追溯阳城农业至今已有二万五千年的发展史。要全面、

详细、准确地记述这样漫长的演变过程，确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况

且阳城历史上从未编纂过农业专志，历代县志有关农业的记载也是

凤毛麟角，残缺不全。即使现代的一些资料也缺乏系统性、全面

性。面过这一状况，我们坚持详今略古，重笔于建国以来的农业发

展状况，实事求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

地记述历史事实这一指导思想，收集、整理、核实了大量的历史资

料，尽力做到真实，全面、准确、系统、简炼，才敢于问心无愧地

奉此志于阳城人民。

在编志过程中，县委、县政府和县志编委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

助。县委书记王福水，县长申桂英专门为此志写了序。县志编委副主

任潘小蒲严格把关，逐字逐句反复审阅，编辑马甫平经常进行具体

指导。农工部部长常广富、副部长白学林，县志办公室副主任刘伯

伦、编辑李正国、以及许多离退休老干部，参加了初稿讨论会，提出

g



了许多宝贵意见。执笔编写的李海良，负责收集资料的原灵芝，勇

挑重担，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字字句句都凝结着他们的辛

劳和汗水。本局下属各站(室)均为此志提供了有关大量的资料。

有关单位及个人也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此，对所有为此志作出交

持帮助的单位和个人，我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很难做到完璧无瑕，谬误之处，请读者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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