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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机械是现代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进行农业生产、创造财富的重

要工具，是现代化大农业中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资料，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

}’
。

志。建国40多年来，盐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循毛泽东
’

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教导，从少到多，从低到高，由点到

；． 、 面地发展农业机械化。至1992年，农业机械原值已达5．4亿元，拖拉机、柴油

机等动力机械近200万千瓦，拥有耕、耙、播、收获、脱粒、加工、植保、运输等配

气． 套农具30多万台(件、套)，耕、播、灌、植保、机收、脱粒等主要作业项目的机械。

：·。‘≯々化水平分别达到81．6％、19．6％、84．6 oA、20．3 oA、4．77％、87．3％，粮食饲料：．

，：乙搿。z加工、运输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以农机管理、维修、供应、培训、科研、‘试验鉴定：．。j
一． 推广、安全监理、多种经营为中心自上而下的体系已形成。全市195个乡(镇)j．+ √．

i- 都建有农机管理服务站．设有农机修理和供应门市；85％以上乡(镇)建有乡级，!’。√
j． 农机培训基地和供油点；村级农机服务组织覆盖面达90％以上j服务功能8 f≯。碡篡．：

=- 趋增强。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林、牧二副、渔的全面发展。全市从．i．’ 。’r‘一

I。r 1949年到1992年，粮食总产由69万吨增加至口436．1万吨，棉花总产由0．74：．j。：‘，，。。，

万吨增加到17．3万吨，农业总产值由4．0l亿元增加到96．8亿元，农村人均’_+，《jp
纯收入也由30多元增加到800多元，农村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f：一‘

’?。’ 盐城市农业机械化从建国初期的基本空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令人 ”5‘

， 鼓舞。尽管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然而在建设具有中
。’

，国特色、盐城特点的农业机械化道路上，我们毕竟有了-,'I-良好的开端．口。j+，I’j一。丫
，

’

《盐城市志·农业机械化志》全面、系统、详尽地记述了农业机械化各个方． ：i

面发展的起伏沉浮，为各级各部门制定农机化政策和社会各界了解农机提供 ，．

了丰富可靠的史实，对借鉴过去、裨益未来很有价值。’‘”·’，，’ ：、i．·．。一

国内外发达地区的发展事实证明：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

：轧： 化；没有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我深信，随着社会主一： 。，

。厶善 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农业基础地位的加强和“科技兴农，，战略实施，农业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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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内陆古代为渲泄淮河洪水的浅海滩，地势平坦，水网霞布，气候温．

润多雨，年平均降水量为1011毫米，年平均气温14．2"C，无霜期213---,220．

天，适宜粮、棉、油、桑、果等农作物的生长，素称“渔米之乡一，为农业机械化提．

，供了广泛的用武之地。 ．

··’

’：

+．盐城市的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早在北宋末年(1127年)就始植旱粮杂谷，．

明代(1368年)以后发展到每年种一季水稻，按照“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①．

的说法，市境的先民们在800年前就开始用木犁、锄、锹、镰刀等手工工具了。

用什么样的劳动工具搞生产，是区别各种时代的标志之一。1917年盐城镇有

二膏私人购柴油机与胶带砻车经营碾米业。1929年裕华垦植公司(现大丰县境

，内)为引淡排盐，建起第二座扬水机站。1930年(民国19年)新丰镇(现大丰县

境内)厂主李汉文等筹集股金并借助上海大生资本购置8台“洋车’’轧棉花。

1935年疏浚淤黄河故道、为排除其龙沟积水而购置少量柴油机和水泵，后机

械碾米、抽水、轧花在市境农村零星应用．这30多年的艰难起步，标志着市境

农民对用农机化来提高生产力的向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市境战

乱频繁；地主盘剥，农业机械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到1949年统计时，一台

在用的农业机械也没有。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市境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完

成土地改革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在建设社会 ；

主义的过程中，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刀的教导，@

围绕提高农村生产力、增强抗灾能力、兴办农业机械，使农业机械经历了从无

到有，由少到多，从半机农具到机械化农具的发展历程，到1987年底，大体经

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

·”

．-．
，、

，

_¨、一、国营示范办农业机械化阶段(1949一--1957年)。这阶段经历了国民经
、 j j

‘

_I-_-__-__●_--●__-_●●_______-_-_--●●--_●--__一 7‘‘’

‘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513
页。：．- ，．·

．．

7．

。

．‘

、②《中国农业机械基本情况》(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编)第十三页：1959年4月

29日毛泽东主席在《党内通信》里指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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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时期，共8年多。这阶段农机化事业在工业基础

，只能用手工方式生产些锄头、镰刀等简单农具

：彤,It-、油、棉加工到耕作、排灌机械化，从少到多

地逐步示范推广；资金以国家投资为主，机械以进口的大中型为主；人员以国

家调配为主，如抽调热心农机化事业的县委书记或县长任国营拖拉机站站长、

区委书记或区长任机耕队长。

1949年底市境分别在射阳县合德镇、台北(现大丰)县大中集镇各安装4

套80片锯齿轧花机和l台美制剥绒机，建起棉产区第一批轧花厂；1950年又

在盐城、建湖等地兴办26个国营油米加工厂。1952年为帮助棉农防治病虫

害，首先在垦棉区推广手动喷雾器3031架；同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

102师改编为农业建设第四师，(以下简称农四师)，用拖拉机等现代化农机具

在市境滨海、射阳两县交界的海滩上建立国营淮海机械化农场。1954年在滨

海(现响水)县康庄乡康庄农业合作社示范推广畜拉双轮双铧犁耕田，后在全

区推广双轮双(单)铧犁和中耕器13725部(件)，因未注意因地制宜，推广中有

80％未用；同年4月，国家投资在市境建湖县杨巷安装lO台套柴油机与水泵，

建起第一座国营流动抽水机站。据建湖县永丰村调查，机灌1820亩稻田，平均

亩产水稻144．33千克，较上年用风和人畜力提水灌溉增产66．4％。1954年冬

和1955年春，国家又投放从苏联、波兰、美国等进口的大中型拖拉机，在市境

滨海县、大丰县、射阳县新洋三处的海滩头上建起三个国营农业机器拖拉机

站，为农民垦荒种植服务；据当年各点的对比试验，机耕地较当时用牛耕地平

均工效高30倍，每亩增产30％以上。1956年随着电力的发展，国家又投资在

盐城县城南高级社(现南门大桥南隅)安装电动机和离心泵，建起第一座国营

电力灌溉站。为加强国营机电站的领导和建设工作；1956年8月盐城地委次

定成立盐城专员公署农业机械管理科。
’

·

．至1957年底，全区农机总动力发展到1．“万千瓦，其中柴油机动力有

L 12万千瓦；电动机动力0．02万千瓦；轧花厂8个，拥有锯齿、皮辊、剥绒等

轧花机械386台、2500千瓦；油米厂54家；拖拉机站4个，拥有拖拉机155

台、5074千瓦；抽水机(电灌)站132座，排灌机械368台、6323．5千瓦。年机械

加工皮棉J 0610吨，棉短绒35吨；完成机耕面积18．6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

1．7％；实现机电排灌面积22．4万亩。更重要的是培养了506名懂管理、会操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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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维修保养的农机化技术骨干，为盐城的农机化事业起了示范作用．

二、集体试办农业机械化阶段(1958--1965年)。这阶段主要经历了国民

． 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调整时期，共8年。这阶段农机化事业发展的主要

特点是：重视农机人才的培养，先后建起“大丰农业机械化学校一等四所农机中

专校和“淮海农场机训班’’等四所农机专业培训班；农机工业有新的起步；人民

公社依靠集体的力量和社员群众对农具改革的热情，添置机电动力，以社级置
● ”

办为主。 ’j。 ；． 一，
．

1958年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为满足人民公社使用拖拉机需要农机

人才的要求，9月淮海农校招收学制3年的80名农机专业的中专学生；是年

12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拖拉机站下放到县，实行“国有社营?，同时社 ，

队为提高劳动效率，发动社员群众掀起农具改革的高潮，先后研制出单行棉花

7播种机、三齿耘锄、人力打稻(脱粒)机、胶轮车＼手扶插秧机等半机械化农具。

+这些机具虽大部分未得到推广应用，但萌动了市境农机工业的发展，各地陆续

鹊县、社铁木业生产合作社联营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机械合作工厂(农具．

．社)；但在大搞“轴承化"、“绞索化"的过程中浪费较大。且在农田深翻化中，片

面地用大拖拉机深耕，使沿海农田返碱，影响庄稼立苗。1960年1月，为使农

机制造工业、农机具改革及科研、培训、供应等工作健康地发展，盐城地委决定

成立盐城专员公署农业机械局，各县同时建立农业机械科。并在大丰、盐城新

’建两所农机中专校，先后为市境培养650名农机中专生；1961年为帮助市境

。，里下河水网地区农民解决沤田耕作难的问题，国家投放178台电犁设备在盐 ，

城县(现郊区)、建湖县的有关公社设立国营电犁耕作站；1962年射阳县引进

儿台机动脱粒机进行机械脱粒的示范推广；1963年始，国家投资2380．81万

元的机电排灌机械在里下河主要河道建造三级渠系的固定排灌站，每站约负

担万亩稻田的灌排任务；1964年和1965年从常州调进工农～7型(后被东风

．一12型替代)手扶拖扭机(以下简称“手拖")76台，分别在射阳县新洋、黄尖公

社及各县的机械化试点大队试用，为大、小队(村、组)办机械化摸索经验，闯出 ‘·

j路子。i j
’

。．

’· 一

．，i经八年的发展，盐城的农机工业不仅能制造小型农具，而且能制造出结构

较为复杂的柴油机1400台、10552．2千瓦，水泵2295台，促进了农机化的发

展，到1965年底，全区农机总动力发展到8．06万千瓦，比1957年增长6～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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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其中农用排灌机械比1957年增长8．5倍；大中型拖拉机比1957年增长

1．4倍；手拖76台、430千瓦；机动脱粒机1348台，粮食饲料加工机械337台。

八年累计完成机电排灌面积851．07万亩，比前8年增长70．6倍；机耕面积

386．71万亩，比前8年增长6．7倍；农副产品加工、场头脱粒等机械化亦有较

快的发展；还培养和培训各类农机人员3500多人次，为集体全面发展农业机

械化准备了技术力量。 ．

三、集体全面发展农业机械化阶段(1966,'-1979年)。这阶段经历国民经

济建设的第三、四和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前4年，共“年。这阶段农机化发展的

主要特点是注重抓农机化的基础建设：一是抓农机工业，农机制造由协作、仿

制发展到改进、设计、批量生产的能力，如1979年柴油机的年产量由1965年

的301台发展到12633台，增长4l倍；手扶拖拉机的年生产能力达4500台。

14年中社队累计投资24467万元购买以种植业为主的中、小型农机具，其中

绝大多数为本地生产的农机产品。二是抓农机修理网点，县县、社社建立农机，

修造厂，1979年修理拖拉机28478台、柴油机74818台，各种配套农具98651

台(件)，基本达到了“大修不出县、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队’’的要求。三是抓科

研、教育，至1979年底全系统共有农机化专业科技人员157人，其中有技术员’

以上职称的107人。建起地、县农机化科学研究所9所、农机试验鉴定站1个，

有专门从事农机科研人员107人；14年中共完成科研课题100多项i通过省、

地区级以上鉴定的有37项，其中有4项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农业机械化培

训班(校)6座，有专职教职工45人，“年内为社、队培训农机人员10．62万人

次，使全区68493人的农机队伍，平均每人受训1．55人次。四是抓基层农机管

理，至1979年底建立起社(镇)农机管理站181个，占乡、镇总数的95％，有管

理人员1194人；并在机驾人员中普遍实行“定人、定机、定油耗；定成本、定报
酬”的奖赂(以下简称“五定”奖赔)责任制，使农机作业量增加，油耗和费用下

降，仇道局长曾代表盐城地区行政公署农机局到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书面介绍

实行“五定’’奖赔的经验。

这十四年中不尽人意的主要是：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一方面把农机化当政

治任务压，不顾农机产品性能和质量，盲目生产推广了2136台手动和机动插

秧机、139台割晒机、30台耘耥机和手扶拖拉机小链轨，没有投入田间作业就

基本变成废物，直接经济损失1200多万元。另一方面不注意把机械化替代出，
·4·



’．的劳动力引导到向生产的深广度进军，常发生。人机争劳一、。人机争酬’’的矛

盾，农民有“增产的粮食被机械化吃了一的说法，加之农业机械农忙务农后，农 ．

闲去搞运输或工业被斥为“不务正业”而导致大半年闲。

‘1966年始，市境贯彻全国两次(1966和1971年分别召开的)农业机械化 ．

1会议确定的“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农机产品以小型为主，农机购买以集

体为主’’的方针，地、县、社三级采取积极措施，全面发展农业机械化。是年柴油
i

主机年产量就由1965年的301台增加到701台，翻一番；1969年盐城地区拖拉

、。 ．机厂试制成功东风一12型手扶拖拉机；同年盐城县(现市郊区)首家组建县级
’

农机修造厂后，各县、社相继建起农机修造厂，1970年农用水泵、脱粒机、机引

巳*1 犁耙等均已形成千台以上的生产能力。
j ⋯ ．

魑 ，1974年8月25日《人民日报》以“新同大队土法上马，大搞农机具改革一

，为题，发表了新华电讯，向全国介绍了射阳县黄尖公社新同大队为解决手扶拖．
‘1

拉机进棉田的问题，土法上马，开展群众性科研，创制出适应粮棉套作的“洋头

土尾’’十条龙共30多种(9I-)配套农具的经验，随后江苏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

组、厂，分别到黄尖公社拍摄了《粮棉间套作机械化》的新闻简报；上海科教电
“

·

影制片厂又在黄尖拍摄了《棉粮问作套种机械化》的科教片，向国内外发行，推

4动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同年10月，盐城地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建立盐城地区农
。

，业机械化研究所，后8个县也相继建立县级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以下简称农机

， 化所)；11月，响水县建起第一座县级农业机械化训练班，是年盐城地区革命 ‘．

二

委员．会议盐革发(1974)7号文确定东台县三仓、大丰县丰富、盐城县步风等16

i’个公社，作为沿海棉区农机县试验推广的试点单位；1975年又扩大到里下河、

一。 淮北旱谷区共8个县38个社镇。1975年始地、县、社普遍建立党政分管农业

7． 负责人和有关职能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地、县、社三级农

! 机管理机构也逐步健全，至1979年底，全区地：县级有9个农机管理局，181 ．

叠夸 个社镇建起管理、使用、供应、修理、制造、培训“六合一●的农机管理站，为加速 ，

‘，·农业机械化的进程提供了组织保证，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至1979年底

2 全区农机总动力发展到94．25万千瓦，较1965年增长10．7倍，平均每千瓦负
’

担耕地由1965年的125．4亩下降到10．34亩；大中型拖拉机比1965年增长

2．46倍，手扶拖拉机比1965年增长379．2倍，耕作机械每千瓦负担耕地由 ；

一 1965年的813．6亩下降到34．8亩，大中型拖拉机配套比由l：4．85下降到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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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手扶拖拉机配套比由l：2增长到l：2．22；机具的种类也由耕、耙、运老 I

-。三样扩大到埋青、灭茬、播种、开沟等14种；农用排灌机械动力比1965年增长 ?一

7．5倍；机动脱粒机增长17．9倍；拥有粮饲加工机械38590台，机动植保机械
‘

。4728台，农用载重汽车141辆；农机总值达】．73亿元，占社、队固定资产总值

’的65％以上。这众多的农业技术装备，成为社、队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份；使

农民梦寐以求的“耕田、车水、推磨，不用人和牛’’变为现实。1979年实际完成

f’机耕面积595．39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1．13％；机电排灌面积达．690．41万 。

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94．6％；机播达64．38万亩，占三麦播种面积的14：3％挚

．．脱粒、粮饲加工、植保等项农活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抗御旱涝
·

灾害、防治病虫害方面发挥了人：畜力无法胜任的作用，1978年和1979年是

盐城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年，仍夺得粮棉大丰收，1979年全区粮食总产由1965 ’·y

年的1268875吨提高到2942079吨，增长】31．86％；单产由1965岳的110千 妒

克增长到259千克，增长135．5％；棉花总产由3．5万吨增长到18．2万吨，增 ．
。

． 长4．2倍，单产由12千克增长到68千克，增长4．67倍，这里面农业机械化起 一

．
。t 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 。．

，‘

．

’ ⋯

，．． 四、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办农业机械化阶段(1980--,-．1987年)。这阶段经
。二，， 历了国民经济建设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第六个五年计划以及第七个’

五年计划的前两年，共8年。这阶段农机化发展的主要特点：一是农机化突破’

了种植业的局限，向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各业发展，农机投资以． 。

农民个体为主，8年内平均年增3400多万元；而每年农民私人投资近多400万．

元购置农业机械；二是机型以适应一家一户的小型农机为主，8年中埘型拖 。

拉机下降41．99％；小型拖拉机增长78．96％。三是国营拖拉机站和乡(镇)农

机站转入以服务为主，如响水县拖拉站转向专搞汽车、拖拉机修理服务的厂

家；射阳县黄尖镇农机站搞植保专业服务队，承包3723亩粮棉由，每年为农民 ．

节省治虫用工10000多个；192个乡镇农机站还购置215台机械功率油耗仪

和153台不拆卸检查仪，每年为农机户搞检测调修手扶拖拉机(含s195柴油 ．

机)25362台；并在搞好服务的同时，狠抓多种经营，八年中全市192个乡(镇)

农机站的多种经营产值比1979年增长83．5％、利润比1979年增长17％。四

是普遍实行合同制，农机田问作业全面实行“油、田、机"三结合的农机服务合

同制，农机管理人员全面实行了“岗位目标责任制”合同，经营实行承包合同
·6· r

’



：和引导，使农机的主机与配套、农机与农艺、动力与能源的发展失调；将集体农?。 ：

·．机具折价转让时，价格定得赠低，造成抓阉定机手，有的机手只给部份暂价款，’、，，．
，翦机用坏了又还给村组，使集体农机固定资产损失较多，个体农机大多露芙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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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市境因农业机械极少j未建农机管理机构：中华

●：0：。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建立相应的农机管理机构。
‘．：：j— t。‘1956年8月，盐城专员公署设农业机械管理科，与中共盐城地委农业生’
．；’，，；：、：产互助合作部农业机械科．，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主要担负国营农业机器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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