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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滇县靶机志

序

《南溪县农机志》，从搜集史荆到编纂成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这是全体修志同志，特别是主编同志含辛茹苦的结果。它虽然不尽完

善，还有不少错误和遗漏，但它却是第一本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县农机

化发展的史料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加强对客观事物的调查研究，科学地总结历

史经验，全面地分析现实情况，解决。四化”建设中新问题。这是党和

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农业机械化是在漫长的生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建国三十七

年来，我县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喜人。但是，它经历的道路并不平坦，

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这些可资借鉴的史实，在我县尚无

专志记载。为使农机化工作“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编修好《南溪县

农机志》则成为我们这一代A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修志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它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组织工作是它能

否完成的关键。为此，我们将修志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的重要议事日

程，认真挑选主笔人员，建立编纂领导小组和修志办公室，做到了组

织、人员、经费三落实，使志书能如期问世。

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修《南溪

县农机志》的目的在于“资治”、 “存史”、 “教化”。志书写法上，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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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溪县农机志 序

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略古详今，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基本达

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和现状的本

来面貌，足以起到“资治”的作用。

《南溪县农机志》的编成，它不仅为县志提供史料，而且通过大量

的史事，全面系统地反映出金县农业机械的历史概况和它的发晨规律，

总结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宝贵经验，为建设和管理农帆

工作提供真实可信的依据。《南溪县农机志》，可谓指导我们农机工作

的百科金书。

钟德明

一九八六年八月

西



南瀵县枉机志 凡例

凡 例

一，编修《南溪县农机志》(以下筒称“本志”)的目的是“资

治”、 “存史”、 “教化”。它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

的作风，运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子以编写。所引用的历史资荆，

既有群众提供的资料，又有查抄的档案资荆。有关统计数字，均来源于

统计，财务部门的报表。编写时，本着认真核对，从严采用的原则。对

某些情况和数据一时无法查找或证据不足者，则宁肯从略，决不杜撰，

以免贻误后人。

二、鉴于农业机械化在本县发展时间不长，本志下限时间断至一九

八五年，上限时间不定，尽可能地予以追溯。

三、本志为部门志，含全县的农机机构和农机事业，虽因行政区域

变化或隶属、经营关系的改变而划离本县及本系统的农机企、事业单位

和农机化事业，本志本着本系统管理、经营多长时间就写多长时间，以

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南溪县农机事业由于管理体制，生产体制变化频繁，几分几

合．不能每一个小的变动都加以追述，只能有详有略，原则上现在从

详，过去从略。

五、为了忠干历史，本志以写建国后情况为主，但在追源中，陈述

了过去一部分旧式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情况，目的让人回味。

六、本志书中的称谓，从当时的历史习·肾：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

权，按照一般历史习惯的称呼(如：清、中华民国等)，不另加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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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凑县农机志 凡例

的定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志中一律简称“建国后”；关于历

史纪年，按当时历史习惯用法，在括号中用阿拉伯字注明公元；对于地

名，根据行文的需要，对记述历史沿革等用古地名，在括号中注明今地

名。其余一律以新编的地名录为准，适当地注明古地名；乡(公社)、

村(大队或管理区)称谓的引用，取决于行文的时代，忠于历史。

七、本志对^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有成就和功绩的在世人

物，则作列表记载，或通过其它篇章传事予以记述。

八、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如马力改用珏，时改用厘米等。

九、本志坚持修志的有关文体、文风的特殊规定，采用语体文，记

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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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县农机志编纂领导组成员合影

前排(从左至右)。氟福林，张伯玺
后 排，粟培基，钟德明，曹少文

南涣县农机志办公窀成风合影(从左至右)

半奘，蒋晓平，粟培基，吴本荣



翟

一 九 八 五 年

南溪县农机局全体职工合影

(从左至右)

前排·王会吾，甄李平、

中排t程从培，张问义、

段仁怀、刁国才

后排：粟培基，郭友权、

孙建文、邢束康

高世平，张兰荚、李仲珍、赵心淑

曹少文，甄福林、潘云同、许兴国，

钟德明、张伯玺、陈本云，张明理、



‘ 南溪县机械厂生产的E 32K万

向摇臂钻床。

l蒜_
I．i。。。叁迪．J

．_南溪县农机二厂生产的NS一26

型盒钢砂碾米机(现巳转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