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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委农村T作会议

2005年5月26日，成都市

市委书记李春城(中)在蒲江

县调研，了解农民生产生活

情况

成都市农业产业发展工作会议

2005年11月30日，成都市市长葛红林(中

庄虹口乡调研农村扶贫升发工作

2008年成都市农委主任郭金安(中

参加全市农业生产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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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县雪llI农民猪业联合专业合作社 成都太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产品加工车问

规模化养猪车间



蒲江县长秋山已建成的扶贫公路

已于2006年脱贫的四川省级贫困村金堂县

三溪镇白庙村农民集中居住区

崇州市滑气工程

已于2007年脱贫的成都市级贫困村新津县 彭州市桂花乡插旗村奶牛养殖厂净化沼气池

普兴镇袁山村农民集中居住区

+g囊≥ L
四川省级贫困村金堂县又新镇祝新村白

鹤嘴农民集中居住区

新津县袁山村养殖专业合作社用兔粪产

生的沼气发电

霞



成都市首家农业产业化服务公司—— 崇州市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

祟州市大地农业服务公司技术人员为桤泉

镇红提葡萄种植户提供技术服务

2006年3月14日，成都市农村土地承

包流转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四

川省首家市级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

心，标志着农村土地流转由个人行为转

变为政府指导

彭州市蔬菜成都市连锁店 邛崃市金鸡茶业有限公司股权证发放仪式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禽业合作社分红大会 双流县南新沼气物业合作社

龙泉驿区黑金果业妇女台作社包装车问 蒲江县鹤山果业专业合作社生产线

戢乡
犬邑县昌盛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向社员分红 蒲江县杂柑合作社部分产品



农业博览会

都江堰市农资放心店

四川聚和(国际)农产品物流中心全自动

果蔬分选包装流水线，可对不同的水果、蔬菜

进行颜色、瑕斑、直径的分级处理和包装

机械化收割



④新津县太平社区现代农业科技园

②双流县昆山大棚蔬菜种植基地

③崇州街予丈棚兰草育苗基地

④温江区品红基地

⑤取流县宗富枇杷种植专业合作社

托管基地

⑥邛崃市汤营村灵芝设施栽培

⑦新都区草莓无土栽培温室

⑦④

陵瀚越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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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市川芎基地 都江堰厚朴

都江堰市猕猴桃基地及猕猴桃在欧洲

麦德龙销售

郫县豆瓣

蒲江县茶叶基地及“蒲江雀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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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流冬草莓 彭州太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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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迈进了第31个春秋。继出版《成都市志·农业志

(1840一1989)》之后，经过几年不懈努力续修的《成都市农业志(1990一

2005)》终于正式出版。该志以“三农”为主线，真实记述了1990—2005年

成都市依靠改革、科技和投入催生农业兴旺、农村繁荣、农民富裕的历程；

力求突出成都地方特色、农业行业特色和时代特色；上承历史、下续当今，

摭取众多历史资料，系统汇集编纂而成。

成都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自然条

件。成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西部金融、商贸、科技中心和交通、通讯

枢纽，是国务院2007年6月批准设立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成都市各级农业部门、农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和农民群众在市委、市政府领

导下，努力推进农村改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

业化经营等各项工作。特别是2003年以来，成都市按照城乡统筹、“四位一

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大力实施“三大工程”，加大“三农”投入，扎实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了农民增收，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990一2005年间，政通人和，百业繁兴。适逢盛世修志之际，我们组

织力量续修了《成都市农业志(1990—2005)》，既可作为全市农业战线干部

职工借鉴历史、指导工作的工具书，又可作为了解、研究成都“三农"工作

的珍贵历史资料。在此，谨向为本志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纂人员，向提供资

料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所有关心支持本志编纂出版的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成都市农业委员会主任郭金安

2009年4月



凡 例

一、本志为成都市农业委员会的部门志，也是《成都市志·农业志(1840一1989)》

的续志。

二、本志为严谨、朴实、科学的资料性著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编纂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力求客观公

正、系统完整地记述1990一2005年问成都市农业和农村工作改革发展的历程。坚持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贯彻存真求实、经世致用的基本方针，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和实用性相统一。

三、记事的行政区域范围为成都市行政辖区。1990年成都市城区区划调整，由原

来的3区(东城区、西城区、金牛区)设置为5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

区、成华区。1993年11月撤彭县，设彭州市。1994年6月撤邛崃县，设邛崃市。1994

年撤崇庆县，设崇州市。2001年11月撤新都县，设成都市新都区。2002年4月撤温江

县，设成都市温区江。

四、上限起于1990年，下限止于2005年。为保持志书记事的相对完整性，部分事

件适当做了上溯、下延。

五、采用“篇章节体”。

六、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体为主。

七、行文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文字、纪年、称谓、标点、数字、计量单

位、注释等均执行国家标准。

八、全志均以第三人称表述。对行文涉及的组织机构、会议、文件、职务、地名

等，一般采用全称。

九、本志所用文字资料和统计资料主要由成都市农业委员会机关各处室、各下属单

位提供，同时采用了《成都年鉴》、《成都统计年鉴》、《成都改革开放30年》及成都市

农业信息网、成都市水务局的有关资料。



概 述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历来是中国最富庶的农业区域之一。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胜利召开，成都农村从此掀起改革大潮。1990一2005年，特别是2003年实施城乡

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以来，成都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农村居民收入连年增加，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其主要标志是：

农业经济快速发展。1990年，成都市有耕地465439公顷，农业人口668．51万，

农业从业人口305．13万。2005年，成都市有耕地352315公顷，农业人口543．93万，

农业从业人口199．25万，分别是1990年的75．70％、81．36％和65．30％。1990年，

农业从业人口占全市从业人口的54．23％，2005年占32．19％。尽管耕地和农业从业人

口减少，成都市农、林、牧、渔业仍得到快速发展。1990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60．19亿元，2000年197．74亿元，2005年307．80亿元。2005年是1990年的5．11倍，

年均增长11．49％。

农业结构趋于优化。1990一2005年，成都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例

逐年下降，畜牧业比例逐年上升。1990年农业产值37．52亿元，2000年121．10亿元，

2005年151-32亿元，分别占当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62．34％、61．25％和49．16％。

1990年畜牧业产值20．50亿元，2000年70．70亿元，2005年139．12亿元，分别占当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34．06％、35．76％和45．26％。种植业结构大幅度调整，粮食

总产量下降，各种经济作物总产量有稳有升。1990年，全市粮食总产量381．70万吨，

2000年363．71万吨，2005年259．9l万吨。2005年比1990年减少121．79万吨、下降

31．91％；比2000年减少103．80万吨、下降28．54％。1990年水稻总产量243．10万

吨，2000年234．50万吨，2005年160．42万吨。2005年比1990年减少82．68万吨、

下降34．01％；比2000年减少74．08万吨、下降31．59％。油菜子总产量基本稳定，

1990年为19．85万吨，2000年18．6万吨，2005年19．06万吨。蔬菜总产量从1990年

的222．80万吨增加到2005年的4lO．02万吨，增长84．03％。水果总产量从1990年的

11．17万吨增加到2005年的97．09万吨，增长769．20％。茶叶总产量从1990年的o．19

万吨增加到2005年的o．65万吨，增长242．11％。果蔬、园艺作物及中药材等与粮食、

油料作物产值的比例，1990年为15．48：84．52，2005年为66．80：33．20。畜牧业发展

较快，主要畜禽产品产量增幅较大，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增高。1990年，畜牧

业产值、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间差为28．28％，2005年缩小到3．96％。

生猪出栏数从1990年的533．52万头增加到2005年的1007．94万头，增长88．92％。肉

类总产量从1990年的38．53万吨增加到2005年的106．87万吨，增长177．37％。牛奶

总产量从1990年的3．17万吨增加到2005年的10．22万吨，增长222．40％。



·4· 成都市农业志(1990一2005)

纪80年代初，成都市掀起小城镇建设热潮。1994年，成都市小城镇建设再掀热潮。

1998年，成都市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增加到90个。2001年全市已启动省级试点镇116

个，镇均建成区面积达到1．4平方公里，规划区内镇均道路和街道长度达到17．8公里，

村通公路的水泥、沥青路面达60％以上；镇均供电能力达2371千伏安，供天然气能力

达11．8万立方米。2002年，全市小城镇建成区达399平方公里，其中试点镇246．6平

方公里；镇区常住人口230．5万人(含外地人口)；城镇化水平达22．2％，其中试点镇

达24．2％；城镇建成道路12258公里，其中试点镇6500公里；建成区公共绿地6778

亩，人均2．2平方米，其中试点镇5240亩，人均2．6平方米。全市179个省级试点小

城镇完成GDP 572．8亿元，镇均3．4亿元；实现财政收入18．9亿元，镇均】059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3566元，比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189元。2003年，推进农民向城

镇集中取得显著成效，新建农民集中居住区和农村新型社区2249．1万平方米，37．8万

户农民的生活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城镇化率达56．18％。成都市通过经营城市来完善中

心城区功能，增强城市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加快县城和区域中心镇建设，改善城镇环

境，提高城镇化水平。对城市化、工业化规划建设区内的农民实行异地集中安置，向城

镇集中。全市按照城市居住小区标准统一规划建设农民新型社区，水、电、气、道路、

通讯、电视光纤等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到位。双流县文星镇的蜀星花园、青羊区文家街

道办事处的文家新城等一批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优美的农民新居相继建成。截至

2005年底，13个优先发展重点镇建设完成投资23．9亿元；中心城区新居工程开工建设

项目13个，开工面积200．97万平方米；区(市)县和重点镇农村新居工程开工建设

17个小区，开工面积179万平方米；已建成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小区82个，人住11．1

万人。2007年成都市城镇化率达62．58％。

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1990～2005年，成都市在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同

时，实施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粮食直补、农机补贴、良种补贴、农村小康建

设、农村扶贫开发、废除农业税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农民收入连年增加，生活水平大大

提高。1990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728元，2000年2926元，2005年4485元，2005

年是1990年的6．16倍，年均增长12．89％。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差距由2002年的

2．66：1缩小为2．53：1。1990年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数分别

为59．2台和4．o台，2005年为17．2台和107．5台。1990年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摩托

车o．7辆，2005年为67．1辆。2005年，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数分

别为66．7部和98．5部。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1993年为31．3平方米，2000年为

34．9平方米，2005年为39．8平方米，2005年比1993年增加8．5平方米。随着统筹城

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迅猛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

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正在发生转变。成都市初步形成城

乡同发展共繁荣的局面。

1990一2005年，成都人民用改革、科技、勤劳和智慧谱写了农业发达、农村繁荣、

农民富裕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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