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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历代不衰。江泽民
总书记说：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份，．是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

益后世的千秋大业。一《金牛区农机志》历时一年，现已编纂成书，这

是解放后编纂的第一部记述我区农业机械化历史和现状的社会主义新

志书。 ’■． ．．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直把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为建

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从示范推广新式农具到发展农

业机械化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使我区农业机械化事业从无

到有，逐步发展状大。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

正，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扬弃了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

号，提出了适合国情的有选择地逐步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正确战略，制

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稳步发展的新的方针政策，给农业机械

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区农业机械化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随

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种农业机械有了较大增长，

各项作业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目前已初步形成全方位、多功能，系列

化．多层次的服务网络，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0年全

区农机系统完成产值经营收入和利润名列成都市15个区(市)县前茅。

农业机械在抗灾害、争农时，促进农业稳产增产方面；在改变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结构，发展乡镇企业，繁荣农村经济方面，正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有了机械化才能大幅度提高农业

劳动生产率，从而从根本上稳定和发展农业这个基础；有了机械化才

能进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才能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否则，

不但第一产业难以发展，而且二：，曼产业也将受到严重影响，阻碍

农村分工分业的深化，农村经济也很难有更大的突破。在推动我区农机

化事业中，农机系统的干部i职工和全区人民_：道奋发图强，艰苦奋

斗，‘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

《金牛区农机志》从历史的角度，较全面．系统地记叙了我区农

业机械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是三十多年来我区农业机械化工作实践

经验的总结∥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教育、存史．。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

可贵的历史材料。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比较清楚地来回顾我区农业机械

化所走过的几经曲折的艰辛历程和取得的重大成就。而今，+我区已是

西南地区第一个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农业机械化综合试点区(县)之

一，面临十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区各级领导和农机系统的同志们应

将《金牛区农机志》作为历史借鉴，从而更自觉地努力拚搏，积极进

取，+深化改革，开拓前进：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八五”计划，发展农

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奋斗!

中共成都市金牛区委书记 陈佐国
_，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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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牛区农机志》经过编写组同志P年来的辛勤努方，现已编纂

· 成书，应该说i这是区委，区政府加强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取得的

丰硕成果。． ·‘．

’

，

一

．‘金牛区地处富饶的川西平原，自然条件优越，’以生产粮，油，j蔬

菜为主，鲜活副食品生产兴旺发达。乡镇企业总产值连续十年名列全

省县(区)前茅。农村每人平均收入过千元·由于经济繁．荣，．收入增

加，为农业实现机械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

解放以来，我区农业机械化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经
’

过全区人民和农机战线广大职工、农机手的辛勤劳动，顺应各个时期

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要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这个发展过

程中，经历了Ⅳ大跃进”的失误与三年调整和“文化大革命一时期的

／ 。大发展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

开放，搞活的形势推动下，。我区农业机械化在指导思想，发展方针和

‘， 经营管理，服务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取得了不少

，， 新的成就。1989年5月跨入全国农机化综合试点行列，制定了《金牛
‘

区农机化1989—1995年试点方案》和实施意见，揭开了我区农机化发
。

展的新篇章。

《金牛区农机志》这卷书对我区农业机械化从产生，发展，使用

门类，以及不同时期的经营管理和在生产中的应用等方面作了比较全

面的叙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区农机化事业所走过的历程，富有一

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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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基本符合新志书必须有“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相统一的要求。有了这部新编农机志，既可概见我区农

，，业机械化的历史和现状之釜貌，．亦可探究农机工作之得失，．优势之发

挥，!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克服工作中的旨目性，不致重走弯路，对

开拓农机工作新局面，振兴农村经济有所借鉴。

‘：我区的农业机械化是一项崭新的事业，经历了三十多年艰难曲折

的道路，已经取得的成就对我区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但发展的规模和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展望未来，。‘实现

我区农业机械化的宏伟目标仍然任重道远。如今新志有成，有助于我

们从事农机化事业的同志们学习参考，扬长避短，继往开来．为进一

步推进我区农业机械化建功立业。这样，就真正达到党和政府领导这

次修志的目的了。 “．

《金牛区农机志》编纂领导小组

。199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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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区农机志》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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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费文松。

副组长：龚金秀 ，

成 员：黄德霖 陈大田 甘智彬

《金牛区农机志》编
，

主编·杨明修

成 员 李光火 尹显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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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纂《金牛区农机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

反映金牛区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上下年限：上迄1954年j下至1990年i。但因历史有其连

续性，对传统农具予以适当追溯。’

三、本志体例： ，

(一)结构形式。为序，前言、凡例，图考、概述，大事记，专

章和后记八小部分组成。一般按章，节、目三节进行记述。

(二)文体。用记、述，表、录四种。行文采用“记叙体”、
“

语体文”。力求文字准确，简洁、流畅，通俗易懂。

(三)记事。本志中的大事记以时间为主，按年月日为序，逐条

记述。 ‘一

(四)详略。本志贯彻“志贵周详的精神，坚持“详近略远”的

原则。个别章节的内容，间有交叉，但从各章节的特点出发各看侧

重。
’

四．称谓：

(一)本志用第三人称．凡涉及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名

称，一般均用全称。若全称较长，又在文中反复出现，为了节省文

字，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使用习惯用法简称。
．6



(=)本志所用科学技术术语、名词，物具名称，以有关方面审

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习惯。

五、本志记叙年代：成都(包括金牛区)于1949年12月27日解

放，。在行文中以此作时间分界，简称搿解放前耖和“解放后一。解放

前用民国纪年，另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所用数字j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以外，一般用阿拉伯

字．。分数用汉字表示；百分比数，一律使用两拉伯数字表示。

七、本志使用的度量衡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农业机械的计量单

位、符号，按该系统统一，通用的标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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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牛区农业机械化管理肘办公地址

金牛区农业机械化服务公司



1988年苏坡乡和金牛乡农机管理服务站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农机管理系统先进单位

上圈为全国农业劳动膜范，苏坡乡农机站站长昧建福(右二)在领农业部授予盼奖牌

上图为金牛乡农机靖召开农机一条龙服务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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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lO月省农机局在金牛乡农机站举办四川省农业机城新机具新技术展示会。

上图为朝鲜平安南道农业代表团在参观展示的新机具

F圈为展示呲部份新机具



胸怀“四化”“驾铁牛”，志在田闯战春秋

“铁牛”旋耕战“双抢”，田平泥绒好栽秧。



插秧机就是好，操作轻便不弯腰，株行均匀秧苗壮，促进农业跨“双纲”。

——蜀为1974年簇桥公社推广使用插秧机栽秧



9-9‘F簇桥乡用I，F沟机为立：l!JI沟，Jl】撩种机捕种小茏

割岍机；-s盒牛乡农r，收荆小麦



机馘脱粒就是女f，

减轻劳动效率，哥，

男女老少都能搞，

精收细钉抛撒少。



除虫治病，夺取丰收。

维修管理好，一机车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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