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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县农业志》经过编志人员两个春秋的辛勤劳动，正式出

版发行了．它不仅编纂了昌邑县的农业生产发展历史和农业生产技

术的推广应用，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依
据，而且为后代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

昌邑县的农业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也相应的发展。但在发展

过程中，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道路。解放前，昌邑县劳动人民长期处

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农

村经济破产，农业生产水平低，辛勤耕耘不得温饱。新中国成立

后，昌邑县农业生产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

农业生产开创了广阔的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

业生产迅猛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英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昌邑县农业发展的历史证实：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

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

想，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只有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

律，及时地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实行科学种田，科学管理，才能

把科学技术变为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昌邑县农业
志》也充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期待后人，能正确的总

结，接受历史的经验，承前启后，再展宏图。

昌邑县的农业生产，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将沿着社会

主义道路，向农业现代化过渡，人民生活必将在已解决温饱的基础

上实现小康水平，进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理想境毋。

张增德

一九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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