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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良种——“绵阳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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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路南彝族自治县农牧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路南是农业县，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历

史悠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由于受私有制的束缚，

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后，生产力得到解放，农业和畜牧业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农村经济

政策，逐步推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贯彻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黟的方针，发展了

专业户，重点户，农业和畜牧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最显著的

特点是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这部专志，按照详今略

古的原则，比较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了农业和畜牧业生

产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值得吸取的

教训。 ’

农业的稳定增长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要抓好这个基础，就必须对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比

较全面而清晰的认识。这部专志提供的资料，必将在这方面

发挥较好的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将会更大。

畜牧业为路南的一大优势，如何发挥这一优势，使畜牧

业有较大的发展，这部专志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历史和现实资

料。

这部专志，对于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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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整顿经济秩序，继续深化改革彦

，加快改革步伐，促进农业和畜牧业

重要作用。

民在县委的领导下认真学习和贯彻落

精神，总结改革实践，统一思想认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中心任

斗。在这个转折时期的关键时刻，

意义。

龚继武

1990年3月I目



凡 例

一、《路南彝族自治县农牧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精神，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为准绳，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实事求是地反映

路南县农业、畜牧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和地理、农业生产关系、农

业、畜牧业、农村经济收益分配，农业机构等篇及杂记、附

录组成。概述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农业和畜牧

业的大事、要事，各篇横排门类，纵写史实，杂记收录气象

谚语、农事谚语、度量衡等资料，附录收集有关布告、文件

等内容。 ．

三、本志结构分为篇，章、节、目，文体用语体文、记

叙体。

四、本志纵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未作统一，一般从

有资料记载起收录，下限截止于1988年底。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旧纪年，夹

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政区和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用现行标准地

名、夹注旧名。



●’。。。。——————————’。。。。’——————————————

七、人口，耕地、劳力，粮食产量、农业产值均为县统

计局核定数字I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粮食产量，经济收入)

系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的数字。作物资源和概述中的粮食

产量是全社会粮食产量(包括机关，厂矿，学校和公社，大

队农场生产的粮食)；农村经济收益分配中的粮食产量是指农

村(农业人口)生产的粮食，当年粮食分配数包含国家奖售

粮和返销粮。

八、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和百分比的，一律用阿拉伯

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

字。则用汉字，旧纪年的年、月、El用汉字，公元纪年的

年、月、日用阿拉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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