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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江阴市农业机械化志(1988--2000)》编写以资治、教化、存史，服务当

代，惠及后世为根本宗旨。

二、《江阴市农业机械化志(1988--2000)》主要记述1987年以后江阴市农

业机械化发展的兴衰起伏，是《江阴市农业机械化志(191l一1987)》的续志，记

述上限为1988年，下限至2000年底。为保持对农具、农机使用记述的连续性和

体系性，对古代农具、传统手工农具作适当上溯，个别内容依事物发展作适当延

伸。

三、《江阴市农业机械化志(1988--2000)》结构按章、节、目排列，横排纵述。

综合运用志、述、记、图、表、录六种体裁，以志为主，其它为辅。大事记以编年体

为主，辅为记事本末体o

四、《江阴市农业机械化志(1988--2000)》编写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对物、

事、人一般不直接褒贬，寓议论于史实记述中，力求达到真实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

五、《江阴市农业机械化志(1988--2000)》重点突出地方特点、行业特点和

时代特点。 ，

六、《江阴市农业机械化志(1988--2000)》中出现的年代划分，如“20世纪

70年代”系指1970年一1979年，其余类推。

七、《江阴市农业机械化志(1988--2000)》中出现的“党”、“省委”、“地委”、

“市委”、“县委’：0‘党委”系指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委员会；1987年以前的县、人

民公社及1987年撤县设市后的市、乡、镇，均系指江阴市的相应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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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一)

江阴古称暨阳，见诸文字记载的历史有2000多年。晋太康二年(281年)置

暨阳县。南梁绍泰元年(555年)废县置郡，建治君山之麓，因地处长江之南，遂

称江阴郡，为“江阴”名称之开始，下领江阴、利城、梁丰三县。此后江阴分别为

郡、国、军、路、州，建制经常变化。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恢复江阴县建制。

1949年4月22日后江阴县属苏南行署常州专区。1953年改属苏州地区。1983

年3月实现市管县体制，改属无锡市。1987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

江阴位于北纬31040’34”至31 057 736”，东经1190597至120034’30”o北枕长

江，有江阴长江公路大桥与靖江市相连，南近太湖，有锡澄高速公路与无锡市相

接，地处苏锡常“金三角”几何形中心，交通便捷，历来是大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枢

纽和江海联运、江河转换的天然良港。江阴市总面积983平方千米，陆地面积

791．2平方千米，水域面积196．8平方千米，其中长江水面58平方千米。沿江

深水岸线长达35千米。城市建成区为29．5平方千米。江阴市地势平坦，腹部

略高，四周略低。江阴四季分明，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237

天。2000年平均气温16．7℃，最低日气温零下6．5。C，最高日气温37℃，全年降

水量1127毫米。江阴市辖28个镇，526个行政村，7 452个村民小组；各镇共有

86个居民委员会，另有工厂家属委员会6个，澄江镇为江阴市人民政府所在地。

2000年末江阴市总人口115．1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78．51万人。全市完成国

内生产总值328．0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 554元，预算内财政收入25．02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70．65亿元。

(二)

江阴地理位置独特，水资源丰沛，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之美称。据文

物史料记载，早在石器时代，人类就在江阴聚居，使用原始的石制农具从事生活

和生产活动。20世纪20年代，江阴人开始引进动力机器从事粮食加工和农田

积4

n瞰％秘胃m一秒4复瞬。≤F出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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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抗旱大量添置戽水机船，形成江阴历史上农业机

器发展的第一次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具改革运动，成为江阴农机发展

史上第二次高潮。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方

针下，江阴掀起了农机发展史上第三次高潮，以手扶拖拉机为代表的小型农机大

量发展，基本实现了耕翻、运输、脱粒、播种、植保、灌溉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1978年以后，农村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农业机械化发展出现曲折，进入调

整、重组时期。1984年江阴县水利农机局在西郊乡五星村开始农机化试点，探

索新形势下农机化发展的新路子，在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1986年在周庄

镇三房巷村进行了稻麦生产全过程机械化试验，经过2年的努力实现了稻麦生

产全过程机械化，综合机械化程度达96．8％，为江苏省第一个实现农业机械化

的村o 1988年起江阴市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经济基础。1990年江阴市人民政府为加快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购置小轿车

的单位征收农业机械化发展基金，用于对农业机械发展的补贴，同时允许农民在

购买大中型农机时享受集体同等优惠补贴，江阴农机化事业从此步人一个崭新

的发展阶段。1990年，全市发展开沟机1 469台，一年实现三麦开沟机械化；

1991年江阴市水稻机插突破1 333公顷；1995年实现耕翻中型拖拉机化；1996

年实现三麦收割机械化；1997年江阴市利港镇仁和村一年购进洋马联合收割机

22台，全村拥有洋马等进口联合收割机35台。1997年江阴市被江苏省政府确

定为全省13个农业机械化综合示范县(市)之一。2000年8月经江苏省人民政

府验收，综合机械化程度为83．98％，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o

f，=、)
＼一／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江阴逐步建立起在江苏省县(市)中独有的农机管

理体制和较完善的农机服务体系。20世纪70年代，村村建立农机服务队，马镇

人民公社创造的农机修旧利废、“五定奖赔(定人员、定质量、定油耗、定维修、定

报酬)”责任制、农机作业“三卡(油、物料领用卡、机手作业卡、机手维修档案卡)

一簿(作业质量验收簿)”台账建设，在江苏省乃至全国的农机管理中产生广泛

的影响。1987年以后，江阴市农机管理水平不断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体

制创新、技术创新，在江阴市农机发展史上泼下了浓墨重彩。一是管理创新。进

行以目标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建立起行政、经济、法律手段相

结合的农机管理新机制。1991年江阴市率先在全省开展“神牛杯”社会主义劳

动竞赛，和以“三保证(保证农机作业正常运行、保证灌溉不误农时、保证农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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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安全生产)、三优先(优先保证种田大户、优先保证乡镇企业骨干户、优先保证

缺乏劳力户)、三满意(领导满意、农民满意、机手满意)”为主题的农机优质服务

月活动；江阴市人民政府把农机化列入对各镇政府的考核，并实行农业一票否决

制，有力地促进了江阴农机化发展。二是组织创新。建立起一个以市场为导向，

利益为驱动，行业协会为桥梁，群众性服务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新格

局。1996年夏季圆满完成江苏省组织的“南机北调”跨区作业任务。1998年成

立了全省县(市)级第一家江阴市农机行业协会，为农机服务组织和农机户提供

信息服务，组织跨区作业。1999年8月成立江苏省县(市)级江阴市第一家消费

者委员会农机投诉站，帮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三是体制创新。改革农机产

权制度，建立起一个以政府补贴为引导，银行贷款为扶持，农民投入为主体的多

元化农机投入新体制。1993年江阴市人民政府在全省第一个以政府名义下发

文件，率先建立农业机械发展基金，实行政府对农机发展的补贴引导o 1996年

江阴市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变化，改革农机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建立以农民投

入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机投入新体制。1997年江阴市在全省率先对基层农机事

业单位实行事企分开、企业改制的重大举措，明确了基层农机管理站的职责，进

一步稳定农机队伍。四是技术创新。引进和推广国内外新机具、新技术，始终站

在农机科技发展前沿，不断适应农机发展的新形势。1986年江阴农机部门率先

在璜塘镇新须村探索水稻规格化简易(双膜)育秧配套机插研究。该研究成果

既适应社会化服务规模型育秧方式，又可以农户一家一户育秧栽插；既可以用营

养土为床土，又可以用河塘淤泥作床土，是简易、实用、省工、节本的机插发展方

向，1990年由东南大学出版的《水稻机插及其高产栽培技术》一书详细介绍了该

项技术o 1992年江阴在全省率先引进台湾产顺光一心号低温烘干机，在申港、

月城、桐岐等地试验推广。1994年江阴成立江苏省第一家中外合资农机企

业——江苏洋马农机有限公司，第一台“人民号”联合收割机在江阴试制成功，

为江苏省水稻收割机械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6年江阴市农机部门受国家

农业部委托，率先开展对经济发达地区现代化稻麦生产模式研究与试验示范，该

项成果通过国家农业部组织的鉴定，对经济发达地区现代化稻麦生产模式、农机

投入机制、农机产权制度、农机化服务体系、农机具配置方案、农业经营规模等问

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探讨和系统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填补了国内对

经济发达地区现代化稻麦生产模式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超前性，研

究成果具有国内领先水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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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黼熊濮渊
4月 根据江苏省、无锡市有关文件精神制订了农业作业管理费和收费标

准及应收金额使用范围等规定，由江阴市水利农机局统一印制发票，统一办理并

领取收费许可证。1988年，江阴市29个乡镇水利农机管理站均收取了农机作

业管理费，对搞好农机管理工作起了较大作用。

10月8日 江阴市水利农机局在全市开展创建合格农机队活动，制定了评

定合格农机队的验收标准，召开了创建合格农机队现场会。通过开展创建合格

农机队活动，促进了江阴市村级农机队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了农机管理。’

L，黼鞘弱
。

2月 江阴市水利农机局提出并要求各水利农机管理站均应购置自动计量

加油泵并给予补贴，取代传统的磅称称油计量方法。当年，有50％的水利农机

管理站实现了柴油自动计量泵加油。“，’．
， 2月25日 月城水利农机管理站开办了江阴市水利农机系统也是江阴市

首家水上加油站，为全系统形成网络开创了先例。 ．“ ’

9月8日 江阴市水利农机局、江阴市工商管理局联合颁布《江阴市个体农

机经营业管理办法》，强化对个体农机经营业的管理。 、

10月19日 江阴市水利农机学会召开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会上钱金瑞

理事长作了《面向江阴经济，开展学会活动，为振兴江阴市水利农机事业而努力

奋斗》的报告。黄满忠、高鹏副市长及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江苏省农业机械学

会、江苏省水利学会无锡市水利农机学会和江阴市科学技术协会的领导到会祝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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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由中央电视台和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声像中心拍摄的《农

机化服务体系建设》科教片在江阴市三房巷农机队开拍，导演莫仁伦。

6月20日 江阴市财政局、物价局、水利农机局颁发《农机监理规费的收取

及管理办法》。

9月5日--8日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农业机械杂志社‘两刊’通讯发行工

作会议暨《江阴市农业机械化志(1911—1987)》首版发行仪式”在江阴举行。原

国家农业机械部张逢时副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中国农

业机械化研究院华国柱院长、机械电子工业部科技司、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

司、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等领导，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局朱云副局长和来自全国

lO多个省的10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o ～

。12月 1989年、1990年2年获政府对三麦开沟机实施重点补贴，共引进推

广开沟机l 469台，在1990年实现三麦开沟机械化。 ．‘，
、 r

12月 历时一年半的江苏省农机系统农机管理工程技术专业江阴函授班

结业，共有58名学员获得大专结业证书。 √；．

12月24日 江阴市编制委员会以“澄编[90]10号”文，同意建立“江阴市

农业机械维修服务中心”。该中心为全民事业单位，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经费

实行自收自支，人员编制为20人o 。

10月25 El 江阴市编制委员会以“澄编[90]48号”文，同意核定江阴市农

机监理所事业编制为10人，经费实行自收自支，职能分工按公安、交通、农机部

门协定意见并经江阴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鬣3鞘怒黼7’
1月18日 江阴市农机监理所正式挂牌，举行监理员着装仪式，公安、交通

等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副市长黄满忠到会并作了讲话o ．．

3月 经江阴市教育委员会批准，江阴市水利农机局职工学校增挂“江阴市

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的牌子o ，1

3月18日 江阴市农业机械维修服务中心挂牌。江阴市副市长黄满忠、江

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局副局长孙兆兴、无锡市农机水利局副局长赵季红参加剪彩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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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 农机“神牛杯(牌)”经江阴市政府批准为市“五杯(牌)”之一。

该杯(牌)竞赛实行百分考核，综合考核设金杯1座、银杯2座、铜杯3座，单项考

核设金、银、铜牌各l块。

4月16日 原国家农业机械部副部长武少文、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李本

率领机械电子工业部、农业部、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一行8人到江阴市考察农林

经济与农机化发展情况。重点考察了华西村、三房巷村。陪同考察的有市委副

书记吴振法、副市长黄满忠。武少文还在江阴市水利农机局挥笔题词：“战无常

势，水无常形。审时多谋，事无不成。”

5月 江阴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获无锡市1990年度优秀科研

单位的称号。 ，

《水稻机插及其高产栽培技术》一书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由

钱金瑞主编，钱金瑞、缪兴中、曹明良编写。主审范伯仁，原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院院长华国柱为该书作序o r。

5月28日-31日 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局第三届优秀QC成果发布会在

江阴市召开。江阴齿轮箱厂、江阴水泥厂有4个Qc小组成果获省优秀奖。

’1 1月。江阴市水利农机局获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农机科普成果推广一等奖。

经无锡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尤瑞兴在江阴市水

利农机局农机管理行业第一个获得高级工程师技术职务。
‘

在1991年开展的农机“神牛杯(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中，有11个镇

分别获得“神牛杯(牌)”。
7 农机“神牛杯”获奖单位

获 杯 名 称 获 杯 单 位 名 称

金 杯 要塞镇

银 杯 北涸镇、陆桥镇

铜 杯 璜塘镇、青阳镇、月城镇

农机“神牛牌”获奖单位＼分类牌别＼＼ 农机投入 机插秧 安全生产

金 牌。 新桥镇 马镇镇 峭岐镇

银 牌 青阳镇 石庄镇 月城镇

铜 牌 要塞镇 月城镇 周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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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一17日 江阴市农机工作会议在江阴市第三招待所会议室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江阴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领导，市委农工部和市计委、

水利农机局、财政局、农业局、农业银行、工商管理局、交通局、税务局、机电冶金

工业公司的领导，各镇分管镇长，各镇水利农机管理站站长、信用社主任。会议

对江阴市农机化发展重点和“八五”农机发展规划及200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

化工作作出部署，明确农机补贴政策。此次农机会议是江阴农机发展历史上规

格最高、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8月 由国家农业部声像中心、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江阴市水利

农机局联合摄制的反映江阴农机化发展水平的《希望之光》录像片获中国农业

机械学会第二届声像作品评比二等奖(参加者钱金瑞、赵进、缪兴中)。

8月24日一月30日 江阴市组织镇、村机务员39人到南京农业机械化

学校参加第二届“中型拖拉机维修技术培训班”。

12月 江阴市水利农机局、物价局首次联合颁发《江阴农业机械维修行业

工日定额和收费标准(试行本)》。

’《中国农机化》杂志出增刊《改革中前进的江阴农机化事业》，全方位地介绍

了近年来江阴农机化发展、管理的概况和变化，扩大了江阴市与全国省市的交

流。该专辑编委会由黄满忠任主任，丁玉森、钱金瑞为副主任，主编钱金瑞，副主

编缪兴中、赵进。

江阴市获江苏省农机“铁牛杯”竞赛一等奖。

1月8日 江阴市政府在红星影剧院召开五个集团公司(商业、物资、粮油、

水利农机、经济协作)成立大会。江阴市水利农机局列入首批机关转换职能改

革试点。江阴市水利农机集团公司由丁玉森任总经理，吴惠芬、潘甫生、钱金瑞

任副总经理。 ，，

3月8日 江阴市水利农机学会与江苏省测绘学会联合创办了经济上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的地图综合开发经济实体——江苏省全方地图应用开发中心。

5月 钱金瑞被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及中央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南京

农机分院聘请为农机化及农机经济管理兼职副教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