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渭通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渭通股份有限公司是机械部在西北地区定点生产面粉加工设备、规模最大

的股份制企业。现有员工11一霉=薹奏i=￡璧薯薹羹；枣璧蠢萋霎羹霪萋j翥雾羹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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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釜鼙薹享喜三薹

藿萋霉奏耄掌差，垂

麦鋈篓委薹薹萋嚣

霪摹委薹；薹誊妄

蕊。茎薹萋薹耋

，并依靠集体单位生产经营，县上列入国家计划，

供给原料。产品由供销部门收购调拨。其种类原来有花筒、起火、

星盘、手花等均系银色。建国后研制出彩色花火，品种不断增加，

火箭类有“彩色火箭 "、 “飞鼠"、 “多蕾花"、 “龙凤珠，，、

“飞鸟"、 “小银龙”等；花筒类有： “满园春色，，、．“春花怒放

满树梨”、 “鸟语花香"、 “山花开”、 “樱花"、 “百花炮，，

等。手持类有：，“转花”、 “四季花"、 “彩珠筒"、 “万朵金

花”等。地面旋转类有： “月季”、 “双蝶"、 “迎春花”、 “孔

雀开屏"、 “地老鼠”、 “什锦花”等。大型焰火有： r。空中

雷"、 “天女散花” 、 “玉鸟凌空"、 “金龙闹空"、 “满天

星"、 “夜明伞”、 “胜利花筒”、 “十面埋伏"、 “连珠花，，、

“造型礼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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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擎技宋是人类认识和实践爵总结升拳，糟学技术鼹进步．又撂裁了人类

社会物质文弱羚精莉文锈的飞靛和发艘。舞学技术锋为第一搬产力，岛经济、，

粒会、生态瑟合在一起，糠互戴约，趣置促进，裁赣耘蒇，缺一不薯。高耱技术的

产韭化，已经成涛经济怒展赫的增长点，受到世人的瞩壤和重撼。科教辨鼙，辩

益深入人心并攮在转钱两全鹭氏民鸯盎觉费秘。全交加速祷技进步，拖高劳璐

者的素质，促进羟济增装方式的转变，推进科技经济一体纯，怒建立耩套主义

市场袋济嚣基本方略。 。
-t

’ 人以古秀镜，可以既兴替。历史经辍告嚣人弼i正确认识捌史，是辑学耙攮

。未来畿基琏。糟学袭求鼹发展惫区域枣蠢鑫4玉静薷点、优势书障碍菇索，爱慕

的途疆、道路、模式也笨尽相同7。《潺离辑技志》蠹版臻。的在于拳l导人们通过对

潜南科技发震历史瓿运始霞牍，扬长避短，矛拓思路，选择一条符合港确实称

的科技麓乏济、壮会、生态、环境诲调持续发展的辑学道路。

该书坚替爝史唯耪主戈和辩证罐物主义，泰着求冀务实秘实震褴甥结合
’

盼原炙ll；怠容等渭南科技活动姆毒方黼面，分淹寸五母、一百繁，以l◇?8一年以+

后秀重点，进行警较秀诩实的瓣述。英囊容符合惠鳞一觳要求，又幂獠子志蟪一

束缚。肾供稽辘人员、领导干鄙、企业繁、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有志带振兴渭

南徽簸爨患姆参孝。 。

陕褥省渭南市市长 马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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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一级光缆线路，市县区电话电报网全部纳入程控自动报网。

市内有农耕地903万亩，森林面积297万亩，森林复盖率15．8％，生物品

种1千多种。粮棉油产量居全省之首。已探明矿产资源27种，其中钼、黄金、

煤炭储量大。工业初具规模，以煤炭、电、化肥、钼精粉、黄金等闻名遐迩。全市

国民生产总值130亿元。

第二节科技史回顾

从一百多万年以前的远古时代起，蓝田猿人、大荔猿人就活跃在渭南地区

的大地上，历尽沧桑，为生存与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社会的每一步前

进，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变革和进步。我们的祖先，在斗争中创造了科学技术，

又运用科学技术促进了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物质建设的发展。

农业方面，新石器时期开始应用原始的科技成果石器、骨器、陶器，进行

原始的农牧业生产；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应用种植谷物技术；秦汉时期，参加开

凿郑国渠、漕渠、白渠、龙首渠等，应用灌溉技术，粮食亩产达到125公斤，为秦

统一六国作出了贡献；西周以后，这里一直是农业较发达地区，东汉时期开始

种植葡萄、苜蓿、石榴、芝麻、油菜等经济作物；唐代同州应用生物技术育成的

茧尔羊(又称同羊)，肉不膻；宋、元代开始应用种植棉花技术；金代同州西瓜

闻名遐尔；明万历年间开始应用种植玉米技术；清光绪年间开始应用种植花生

技术。工业方面，新石器时期就出现了原始的手工业品，如编织品；秦汉时期就

有少量砖瓦生产；西汉时，曾设铁官，铸造铁器；唐代同州皮货曾为贡品；元代

土纺、土织遍及农村，榨油、染坊、铁匠、缝纫、竹木、酿酒业等均有发展；明代就

开始生产硫磺、火药、花炮、鞭炮、土纸等，远销四方；大荔的织绒在民国十七

年(1928)获农工品展览优等奖章。据白水县志载，对人类文明有巨大影响的

字、纸、酒、碗的发明人仓颉、蔡伦、杜康、雷公都是白水县人。渭南的祖先，在漫

长的岁月里，以其聪明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创造了灿烂的科技文化，建立

起一座座科技丰碑，不仅加速了社会文明的进程，而且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

的遗产，激励现代人前仆后继，继往开来，毋愧祖先，为现代科技增添新的光彩。

第三节1949年后科技史实

1小麦良种碧蚂一号，6028引进推广。因小麦锈病流行，1952年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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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抗锈病的良种6028j碧蚂·号。

2：马拉收割机、条播机引进推广。1953年在平川地区开始应用，马拉收

割机和十二行条播机。’· ‘

3，双轮双铧犁、单铧犁和棉花条播机引进推广。1955年在平川地区开．

始应用双轮双铧犁、双轮单铧犁、棉花条播机。

4．，亩产吨粮纪录。1956年，渭南双王农业社刘述贤两亩水地回茬麦亩产

1198’斤，玉米1164斤，平均亩产2362斤。

5植棉能手，小麦状元，秦川牛、奶山羊、苹果、渔业、花椒基地。1963年

渭南县(现临渭区)双王乡植棉能手张秋香(亩产棉花。132：5公斤)j被授于全

国农业劳模，10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被西北农学院聘为名誉

教授。中共陕西省委发文推广张秋香种棉经验。1989年受到江泽民、李鹏等领

导人的接见。1965。年大荔县石槽乡植棉能手郏腊香53：亩棉花创亩产皮棉

162．8斤，1973年被授于全国劳动模范。，‘。

小麦状元。1951年韩城市夏阳乡史安福1．85亩小麦亩产405公斤；被誉

为小麦状元，1952年被农业部授予全国农业丰产模范。

秦川牛基地。，1957年4月，农业部在渭南召开北方十三省大家畜发展和，

秦川牛选育会议，官道乡被授予全国“牛状元”。，

奶山羊基地。1979年国家把富平县定为奶山羊基地，至今已向全国各地

提供奶山羊14万只，4次获国家科技推广奖。

苹果基地。1985：年省政府批准白水县为苹果基地县，现有苹果27万亩，

品质好，商品率高j总产3亿多公斤，成为白水县的强县富民的主导产业。·

渔业基地。1987年农牧渔业部将华阴市确定为渔业基地，现有养殖水面2

．万多亩，年产商品鱼2千吨以上，占全省年产鱼的．1／10以上。、

花椒基地。1989年韩城市已有大红袍花椒2300多万株，形成百里双千万

株规模，年产花樱100多万公斤。，
6东方红系列拖拉机引进推广。1959年，引进使用国产东方红75、40、

28、55型拖拉机。．

7 蒲城县制定科技长远规划。。1960年，蒲城等县召开科技计划会‘，通

过了年度计划和长远发展规划。．

8小麦良种阿勃的引进推广。1960年引进小麦良种阿勃麦，促进了小

．麦产量的提高。 ．

’

9学大寨，开展农田基本建设t。1969年，各县市均作出开展农业学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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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

10玉米杂交种的引进推广。1969年引进种植玉米双交种，1972年引

进种植玉米单交种，极大的促进了玉米单产的提高、1979年引进种植中单二

号，对防治玉米丝黑病起了关键作用。

11开展土壤肥力普查。1976年10月，各县组织大批科技人员，开展土

壤肥力普查，基本搞清了土壤肥力状况，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

12小麦良种小偃六号、五号引进推广。1976年在灌区开始引进推广，面

积越来越大，最高年份种植200多万亩，促进了小麦单产的提高。

13地县市科学大会或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

精神鼓舞下，各县召开科学大会或科技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表彰奖励科技工

作者。

1978年4月，陕西省召开省科学大会。渭南地区有3个先进集体、14个先

进个人、10个科技项目受到表彰奖励。

地区于1978年8月26——8月30日，在渭南第一招待所召开全区科学

大会。出席大会的417人，由各县副书记带队。会上周吉一传达全国科学大会

精神，田恩祥传达陕西省科学大会精神，黎以宁作大会报告。．大会表彰先进

个人60名，先进集体56个，科技成果62项。大会讨论通过了《渭南地区

1978——1985年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主要内容：(一)奋斗目标：1，在农业、农

业机械和工业机械化三个领域要接近或达到全省先进水平，在国民经济主要

部门应用计算机；2，拥有用先进设备和现代化手段装备起来的农业、农业机械

专业研究机构，组建一批专业科学技术研究所；3，专业科研人员由400人发

展到2000人；4，建成一批工业、农业现代化示范样板和现代新兴科学技术应

用点。(二)科学技术研究的主要任务：l，农业科技；2，畜牧业科技；3，农田水

利科技；4，农业机械科技；5，机械工业科技；6，轻纺工业科技；7，燃料动力科

技；8，医学医药科技；9，财贸科技。(三)重点科技项目：共24项(略)。(四)建

立工业、农业现代化十大样板：粮棉高产、地下水开发利用、菜烟辣高产、温水

养鱼、高含沙引水灌溉、机械化养猪养鸡、小化肥、轻工业与机械工业、治理盐

碱地、四级农科网。(五)具体措施：1，加强对科技工作指导；2，整顿科研机构；

3，建立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4，办好中专学校，培养人才；5，实现实验手段现

代化；6，加强科技情报工作；7，开展科技普及工作。当时街道标语口号是：树

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

文化水平!尽快地建设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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