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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盛世修志"的热潮推动下，经过编志组同志们十个月的辛勤

努力，这部基本具有本地区、本部门特色的《金寨县畜牧水产志》，

与大家见面了。它较为系统地汇集了我县畜牧水产事业的历史资

料，展示了今日发展的面貌，对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也进行了较全

面的总结整理，如实地反映了畜牧水产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

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它将为今后指导我县养殖业发展，制

定整体规划，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

、建国三十多年来，由于体制多变，归属不定，人员调散，资料

零落，加以编纂人手少，时间紧，所以《畜牧水产志》的写作，存

在着很多困难。但编志组人员在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广搜求，详

参订；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增删改削，数易其稿。定稿之前，又

经局领导和几位畜牧水产科技人员的审核。虽缺陷很多，但它毕竟

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以正确观点为指导写出来的第一部较为完整

的畜牧水产专业志，这无疑是给子孙后代留下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

富。

《畜牧水产志》的编纂，是对数十年工作的总结，经验的概括，它

既刻下了为发展养殖业生产的前辈们艰苦奋斗的足迹，同，时也留有

新一代畜牧水产工作者扎实努力的脚印。它上下联贯，纵横结合，资

料翔实，图文兼备。在编纂过程中，既有编志组同志不辞幸劳的具体

努力，又得到了许爹麓同意的4戴急帮助。他们追忆往事，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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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往水电部淮委工作多年的任百洲同志，在百忙中写来了内容丰富

的长信，给予详尽的介绍和热情的支持。本局督导员龚世任同志和

县志办的朱庆友老师，在付印之前，对文稿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提

出了宝贵意见。谨在此对编志工作者，对编志给予大力支持的同志，

以及对为本县畜牧水产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同志们，对关怀我县

畜牧水产发展的各方人士，表示我们衷心的感激和真诚的谢意。

建国前，处于反动统治下的我县畜牧水产业，几乎是空白。当

时全县之规模，尚不及今日一家专业户。故这本《畜牧水产志》叙

及建国前的甚少，有“半截子志书”之嫌。这种历史的缺憾是我们

今天难以弥补的，但可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新中国，尤其

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能为畜牧水产业的发展开

辟极为广阔的前景。愿这部《畜牧水产志》能给新时期的畜牧水产

工作者，在锐意改革，不断进取，开创四化建设新局面的进程中，

起到一定的启示和参谋作用，而后世之览者，也或将有一定的裨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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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7概 述

我县位于大别山北部，毗邻鄂、豫、皖三省的八个边缘县，面积

3 8 1 4平方公里。其地貌大体上可分为高山区(海拔800—1 729

米)、低山区(4 0 0一一8 0 0米)和丘陵区(6 0一一4 0 0

米)三个单元。境内还有著名的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区。我县畜

牧水产区划即依据以上地貌特征划分。全县共有可放牧场地2 3 2

万亩，常见牧草6 1种，总有效产草量1 6．1亿斤。总水面1 3

万多亩，已养1 2．9万亩，占9 8．5％。有鱼类资源9科4 0

种。其它水生动植物遍布全县。

建国前，我县畜牧业不发达，水产业尤为落后，没有专门的组

织机构。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曾在立煌(金寨，已为水

库淹没)附近办一农场，业务范围包括畜牧和水产。但经费短绌，

规模甚小，时间不长，作用有限。我县人民历来从事渔牧业劳动，

主要饲养猪、牛、羊、家禽等，自繁自养自食自用，一直以家庭副

业形式存在。渔业绝大部分地区处于自生自捕、只捕不养状况，仅

低山丘陵区的部分农民利用外来鱼苗进行单一的池塘养殖，产量很

少。

建国后，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胜利完成，农业战线取得

很大成就，畜牧水产业也随着发展。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多种原因，

三十五年来经历了发展、下降、上升等几个艰难曲折的历程。1949

年的牧业总产值仅6 3万元，1 9 8 5年达到3 5 2 1万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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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 4．9倍。成鱼产量l 9 4 9年金县只1 5万斤，1 9 8 5年

达到2 3 2万斤，增加了1 4．5倍(两库历史最高产量曾达203万

斤)。1 9 8 2年完成了全县畜牧水产区划工作，基本摸清了畜牧

水产业的资源、分布规律、自然状况，为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科学的依据。

自1 9 3 2年建县后，即陆续引进一些畜禽优良品种。尤其建

国后，猪、牛、羊、兔、蜂等国内外的新品种，在我县安家落户，

根除了过去野交乱配、品种退化的现象，危害畜牧业发展的病害得

到控制。农村养鱼水面逐年扩大，农民养鱼积极性空前提高。梅、响

两库区的养殖生产在金县水产业中占有主导地位口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畜牧水产业的

方针政策。随着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巩固发展，畜牧水产业的承

包责任制亦逐步完善，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现金县有养殖专业乡1

个，各种养殖专业村4 7个，各种形式的重点户、专业户如雨后春

笋出现。养殖业致富的农户越来越多。畜禽产品有蛋类、兔毛、羽

绒、猪髦、牛羊皮张等，并开始加工鲜牛奶。渔业已由过去的单一

池塘养殖，发展到大中小水库、稻田、网箱、库湾、流水等多种方式

养殖生产。1 9 8 1年后，省政府为支持金寨老区建设，从梅、响

两库的电费：水费中提取专款，作为发展两库区多种经济生产的专

用资金。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库区管理，清野除害，增殖资源，鼓

励库区群众大力养鱼，发展多种经济，使库区面貌开始发生变化。

同时，大力开展科研工作，加强疫病防治，改革渔业机具，培训农

村畜牧水产技术人才。建国初，我县无一畜牧水产科技人员，现已

形成一支近三十人的科技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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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牧场广大，水域辽阔，资源丰富，潜力很大。l 9 6 4年

曾被中央农业部列为大牲畜繁殖基地十个样板县之一。现在又是全

省三十七个重点养鱼县之一。但目前发展不平衡，产值少，效益低，

同全国先进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因此，大力发展畜牧水产业，支援

国家四化建设，繁荣山区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是我县畜牧水产战

线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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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事记

1 9 5 2年

△4月，县政府建设科下设畜牧兽医站，是我县首次设立的畜

牧生产专门机构。

△6月1 2日，李集耕牛繁殖场建立，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人

工控制繁殖工作，改变野交乱配的繁殖方式。

1 9 5 6年

△5月，六安专署派徐金香、胡宝明二人来县筹办“梅山水库

水产养殖场"口l 0月6日，省农业厅函复有关组织机构，人事编

制问题。该场为县级单位，业务属六安专署农业局和省农业厅，行

政属县人民委员会。是建国后我县第一个水产机构。

1 9 5 8年

△春，引进试养秦川种公牛5头，开始了本县畜禽改良工作。

△6月，颁布《金寨县人民委员会布告》，告诫全县人民，各

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爱护水产资源，以利发展渔业生产。

△夏，引进水浮莲种苗2 0 0斤，放养三个月就发展到2 0多

万斤，开辟了山区饲料来源的新途径。

△冬，成立县野生植物委员会，组织调查金县野生植物资源，

探知：全县共有野生植物l 1 1 9种，年产2 3驴多亿斤。为我县

发展畜牧生产提供了饲料资源。

1 9 6 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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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恢复县畜牧兽医协会，订立了协会章程。

△1 0月，组建南溪家畜配种站，并养秦川牛2头，本地黄牛

2头，水牛l头。为本县首次设立的家畜繁殖机构。

1 9 6 4年

△春，中央农业部确定我县为全国大牲畜繁殖基地十个样板县

- 之一o

△6月2 6甘，县委、县人委发出《关于推广余山大队饲养管

理耕牛经验的决定》，肯定了余山大队耕牛饲养管理经验，并在金

县推广。

△6月，开展金县耕牛普查，基本摸清本县耕牛的数量、素质、

牛群结构及生产性能。

．△秋，中央农业部召开全国大牲畜十个样板县会议。我县由荣3

成富同志出席。

1 9 7 1年

△4月，筹建1 0·4干校种猪繁殖场。

△1 2月，成立县畜禽业委员会。禽牧业生产首次由政府部门

直辖。

1 9 7 3年

△4月，为加强水面管理，发展水产生产，成立“金寨县水面

管理委员会”，由张发奎、姜师信、李凡彬等l 9人组成。办公室

设在梅山渔场。办公室主任：曹元耀。沿库各公社亦相应建立了水

面管理领导组。

1 9 7 9年

△1月，县革委会发布(7 9)1号《布告》。告知梅响两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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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社队群众要保护水产资源，爱护国家财产，维护库区正常生产

秩序。

A 6月，省委发出《关于大力展发渔业的央定》。6月5日，

县革委发出《关于大力发展渔业生产的意见》。对解放思想，统一

认识、加快渔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A 1 0月1 9日，金寨县水产局成立。是我县第一个水产专门

领导机构。

1 9 8 0年

△8月5日，县草委会发出《关于发展农村养鱼的通知》，指

导金县的农村养鱼业和渔政管理工作。

A 8月6日，六安地区水产椿会成立，我县参加第一届理事会

’的成员有徐敬道、杨德和。 ．

△1 2月，六安地区第一次“五大水库养鱼会议"召开。对制

定梅、响两库区发展规划和治理工作，起了推动作用。以后相继召

开了数次会议，对水产业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是年，进行牛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开辟了我县耕牛改良的新

途径。

1 9 8 1年

A 2月2 2日，省政府(8 1)2 l号文件规定：从l 9 8 l

牟起，每年从皖酉水库发电费中提取1 0 0万元给金寨县；从淠史

杭灌区的水费中提取i 0％用于支持库区生总3月2日，县革委
姜师信副主任对经费使用作了批示。

A 5月，县水产局组织梅、响两水库渔场领导班子，班、组长

和技术员，赴湖北麻城县符桥河、浠水县自莲河水库等地参观学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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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箱育大片、成鱼和清野除害先进经验及具体措施。为我县渔业生

产吸取宝贵的经验。

△8月9日，第二次“五大水库养鱼会议”，对分给各县的提

成水电费，作为发展库区生产的专用资金，作了具体安排，不得乱

花滥用。

△9月29日，省农委召开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渔场交接会议。

此次会议是同年6月9日梅山宾馆交接会议的继续。决定于lo月10

日前，由金寨县政府和梅、响电站组成交接小组，正式办理移交给

县管。

△lo月9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抓紧落实渔业生产责任

制的通知》。要求各地集中一段时间，抓紧落实水面权，建立渔业

生产责任制，组织工作队，深入到大队、生产队，把渔业生产责任

制建立好，以促进渔业生产的发展。我县大张旗鼓地贯彻了通知精

神，到年底完成了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工作。

△i 1月1日，《金寨县梅山、响洪甸水库库区管理暂行条例》

经县政府提请县人大常委会1 9 8 1年10A 22日第五次会议讨论通

过，自1 9 8 1年I 1月1日起施行。

△是年，畜牧水产技千开始授于技术职称。

金县推行渔业、畜牧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 9 8 2年

△4月22日，县政府召开梅响水库渔业和库区多种经营生产会

议，贯彻省、地召开的“五大水库养鱼会议"精神，讨论落实我县

渔业和库区多种经营生产诸问题。

△1 i月，全县水产区划、农业区划工作先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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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开展技术承包，大力支持各种专业户、重点户及经济

联合体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1 9 8 3年

A 3月29日，县政府于3月中旬在鲜花岭召开梅、响两水库渔

业工作会议。学习中央(8 2)4 4号和(8 3)I号文件，传达

学习胡耀邦同志《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决定了两库

的机构改革和设置。撤销两库库管会、办事处、渔场，成立两库渔

业公司，为科局级渔、工、商联合企业单位。

A 5月1 8日， “金寨县梅响水库库区管理委员会"制定《金寨

县梅山响洪甸水库库区专管员多经员守则》8条。对发展库区多种

经营生产，搞好库区管理，保护水产资源，充分发挥库区“两员"的

积极性，有重要作用。

A10月2 1目，皖西农水资源综合利用专家来县考察，提出了很

多宝贵意见。 ．

△1 1月，县水产局对全县农村水产工作情况进行大检查，解决

群众吃鱼难和水产生产等问题，开创了农村水产工作的新局面。

1 9 8 4年

A 3月， “金寨县畜牧水产局”成立。这是金县机构改革后领

导畜牧水产工作的专门机构。

△4月28日，中共金寨县委、县政府批转县畜牧水产局《关于

进一步完善渔业承包责任制意见的报告》。批示指出：建立和完善

渔业承包责任制，是开发水荒、发展渔业生产的一项关键措施。各级

负责人要解放思想、大胆实践，认真研究和妥善处理好遇到的新问

题，新情况，并逐户帮助制定渔业生产计糊，解决发展渔业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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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困难。各地要采取得力措施，千方百计扶持承包户，尽快地

把渔业生产发展起来。

A 6月，县畜牧水产局拟定《金寨县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暂行条

例》，由县人大常委会通过施行。

AI 1月，县政府在响洪甸召开集体畜牧兽医体制改革会议。将

原“三权"在县的集体兽医站下放到乡，实行“人权、财权、经营．

管理权"自主。并制定《畜禽防疫承包的暂行规定》。

△12月，全县建立十一个养猪专业村。为我县养殖业第一次出

现以猪为主的村。

1 9 8 5年

A 9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军兽医大学一行6人来我县

帮助畜禽防疫、治病工作，并进行农村的技术培训工作。

A12月1日， “金寨县水产学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县第一个

水产科技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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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机构沿革

一、金寨县畜牧水产机构沿革示意图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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