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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淬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客观、

农牧渔业方面的的历史和观状。’

i 二、本志上溯不限，下限断至1998年，个别史实延至2000年。并记

述1 999年农牧渔业的大事记和农牧业生产统计。

i 三、本志中的科学术语、名词、均从专业规范。计量单位，按地方志

编纂的要求，沿用亩、公斤、公里等。
、

3 四、历史地名，第一次出现时括注今名，单位名在同篇内多次出现

时，第一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本志多次出现威宁县和威宁自治县，划

分时期为1955年1月；大定县和大方县划分时期为1958年2月，毕节

县和毕节市划分时期为1993年12月。

{ 五、历史记年，民国以前用朝代纪元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

阿拉伯数字书写年代并括注公元纪年，1 949年10月以后，用公元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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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一

当此新世纪的初年，在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中，《毕节地区志·农牧

渔业志》编成出版，这对于人们借鉴历史，开拓未来有着积极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而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大好事情。

毕节地区是贵州省的农牧业大区，农牧业生产的历史悠久，至今仍

是境内的主要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经过50多年的建设，尤

其是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科技兴农的广泛

开展和农业投入逐步增加，全地区的农牧渔业取得巨大成就。粮食产量

成倍增长，经济作物发展迅速，畜牧业20多年持续发展，渔业取得长足

进步，农业人M收入增加。解放初以传统农牧业为主的局面，已转变为

传统农牧业与现代农牧业相结合，传统农牧业有很大提高，现代农牧业

的比重不继增长的格局，农业科研、农业教育、技术推广、农业机构与科

技人员、农牧渔茶场等的情况，都在这部志书中作了翔实的记载。其间，

还以浓墨重彩，着重记述农牧渔业生产的活动和科技进步，展现管理水

平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反映农民科技素质和商品意识的增强，突出增加

投入对发展农牧渔业的效应，写出了毕节地区农牧渔业发展的特点，读

后发人深思，给人以启示。 一

这部志书，博采广集，资料厚重，详略得当，文风朴实，谋篇设章妥。

贴，融思想性、资料性、真实性为一体，资源特点、地方特点与时代特色

都很突出，必将起到资治当今，教育后人，存史后世的作用，是一部成功

之作。全地区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改、促进发展的过程中，认

I

／>



真读一读这本志书，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毕节地区农牧渔业的历

史、现状和特点，从而更好地调整种植结构，建设畜牧业大区，加速农牧

业产业化进程，有效地推进全地区农牧渔业持续发展，为建成发达的农

牧业和富裕的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宏图作出新的贡献。
‘

毕节地区行署专员 彭伯元



痒二

√

毕节地区的耕地，垂直分布在海拔450多米至2700多米之间，立

体农业特征显著，农牧业生产历史悠久。赫章县可乐乡西汉墓葬群出土

的文物中，有稻谷、大豆和麻的遗骸，青铜锄和锸等生产工具，牛、马、

猪、羊的骨骼及其形象的陶制品。唐宋以来，水西马以良马知名。晚清．

至民国时期，可乐猪是云南、贵州、四川的三省接壤地区有名的猪种，可

乐乡是境内最大的仔猪集散地，威宁是全省绵羊的主产区。清代中期以

后，境内耕地中土渐多于田，成为以旱地为主的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50年，毕节地区的农牧业，在各级党委、

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农业部门的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各涉农支农部

门、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取得显著成就。1998年粮食总产210．89

万吨，大牲畜存栏131．95万头(匹)，猪存栏311．76万头、出栏203．99

万头，羊存栏66．83万只，总产值434012万元，分别是1949年的5．18

倍、3．26倍、5．49倍、7．97倍、2．6倍和9倍。，

旱地农业发展尤为突出。解放前以连作耕作制为主，复种指数不到

100％，90年代发展为复种轮作耕作制为主，复种指数稳定在180％以

上。麦肥包、肥芋包、麦肥烟等主要种植制度组合优化，并与分带轮作、

良种搭配、绿肥聚垄耕作、玉米地膜覆盖栽培和育苗移栽、配方施肥、病

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组装配套，形成毕节地区旱地农业高产技术体系。

玉米杂交种推广面积60％多，籼稻区普及杂稻，小麦、马铃薯、烤烟、油

菜等作物实现良种化，并不断更迭。1978"-'--1998年，畜牧业持续发展。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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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猪生产基本普及经济杂交，培育推广半细毛羊成效显著，引进牛冻精

人工输配技术，牛改加速；人工种草、草场改良、饲料饲草生产均有较大

发展；畜禽饲养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 ～．

盛世修志。在全地区农牧渔业大好的形势下，编修出版《毕节地区

志·农牧渔业志》，是境内第一部全面记述农牧渔业的志书。，本书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翔实反映毕节地区农牧渔业的历史和现

状，着重记述解放后尤其是1978年后的发展和成就，有较高的思想性：

和丰富的资料性；并写出农牧业生产的地域性和科学性。这些特性融为

^一体，展现出符合毕节地区特点的农牧业发展历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书编成出版，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作用；是留给历史、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以史为

‘镜，地区内广大农业工作者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史料和启迪’，在前人的基

础上起步，少走弯路，做好工作。对全地区农牧渔业的发展，将产生积极

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编辑人员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查阅大量资料，走访知情人员，对入

志史实进行考证核实，尽心竭力，辛勤笔耕，五易其稿，完成本志撰写。

地区农业局各科室、各基屋单位、各县农业局、畜牧局协助收集、提供资

料，核对史实；地直有关部门支持查阅档案；省、地地方志办公室在篇目

结构调整，内容文字取舍上给予热情指导。本书是共同辛勤劳动的结

晶。值志稿付梓之际，权作此序，谨向支持本书撰写的单位和个人，致以

真诚的谢意。 ，

毕节地区农业局长陈烈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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