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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富顺县农业志》，感到亲切，感到实在。我作为历史的经历

’“者，回忆往事，憧憬未来，更觉耐人寻味。 二

≯《富顺县农业志》，，编者尽力运用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自然，观

察事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探讨过去，运用逻辑

理论，综合分析，编纂资料，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使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得到辩证统一．它摆脱了旧志的框圆，走出了

新志的路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富顺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县， 自然条件优

越，适宜生长的农作物品种繁多．解放前由于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

的发展，农作物产量很低，农业经济濒临崩溃。新中国建立后，全县人

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走集体化的道路，努力改善生产条件，不断

推广新技术，农业生产发生了显著变化，产量大幅度增长。但是，由

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农业生产曾经遭受挫折，产量一度徘徊不前。直

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改革体制，农村开始由

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开创了迅速

发展的新局面。我县在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既具有全国共同的特

点，、又反映出自己不同的得失；既有顺利向前的好时期，也走过坎坷

不平的弯路；既积累了成功的宝贵经验，也吸取了失败的深刻教训。

历史的事实，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供人借鉴，催人前进．

《富顺县农业志》是历史发展的真实记录，是编志人员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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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晶，是人民智慧的硕果，是我县的宝贵财富．我深信：

道路上，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它必将发挥应有的作

出它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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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富顺县农业志》是《富顺县志丛书》的组成部份。

编写《富顺县农业志》的目的是通过记载富顺县农业的历史和

现状，为振兴富顺农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对人民群

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

～土教材。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农业的大政方，．

针和科学技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变化。 ：

三、本书采取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的编写方法。志、记、

图、表、录结合，以志为主。全书分自然条件，管理机构，农

政纪要，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农作物布局，。土壤肥料，

农田水利，种子，耕作制度，耕作技术，植物保护，农业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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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书写数字，采取汉字和阿拉伯字兼用。表格，专用名

词和气象部份用阿拉伯字，其余均用汉字。

六0地名有演变者，按所述时间名称书写，注以今名。

．七、志书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四川省档案馆，泸州市图书

馆，2富顺县志办公室、’农业区划办公室、‘+档案局、“统计局、农

’业局，水电局、文教局，财政局、商业局、供销社、外贸公

司、，农业银行、气象站等单位和编者从事农业工作所珍藏的文

献和笔记，在此作统-说明；一书中不再另注j!．o”

j八，’与本志有关而又不宜全部归入正文的重要文献，附录

于志书之后o ⋯ 一⋯⋯一。 ·

．九、一九西九年至一九八五年的土地面积，农作物面积，

产量，·农业总产值，双季稻．．杂交稻面积和水利设施是按一九

“八五年的行政区域统计的J其余各项是当时行政区域范围内的

数据o

／ 。．十，本书使用年号，：均用公元·√·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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