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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鄱阳县志

鄱阳农业，源远流长。与鄱阳紧邻且有4个“都”系从鄱阳划出的万年县，就曾发现距今l万年左

右地层中的水稻植硅石标本具有栽培稻的特征。双港乡王家嘴遗址，经省考古专家认定，系新石器时代

遗址，出土文物有各种磨制石器。春秋战国时(公元前770～公元前221)，水稻种植业比较发达，正如

《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秦汉时(公元前221～220)，鄱阳农业发展

较快。至三国时(220—280)，吴主孙权大规模开垦土地，农业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魏晋(220—420)

至隋唐五代(581～960)，由于北人南迁，带来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较为优良的作物品种，加之鄱阳经

历的战乱相对较少，鄱阳农业持续发展。至南宋(1127—1279)农业商品化趋势较明显。元末明初长年

战乱，兼并土地之风日炽，农民税负沉重，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此后，明清(1368—191 1)两代，发动群众

围湖造田，结合采取其他一些有利农业的措施，农业生产有所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变革生产关系，改革耕作制度，兴修农田水利，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鄱阳农业

生产发展较快，迈出农业产业化经营之步。200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298811万元，其中种植业总产值

占57．2％、畜牧业总产值占16．9％。

第一章农业机构

第一节行政管理机构

清代鄱阳农事由知县统管。民国15年(1926)，国民政府设建设局，农业归建设局管理。民国24年

(1935)，县政府裁局并科，农业归第三科管理。

1949年，县人民政府设建设科，农业归建设科管理。1951年3月，县农林科成立。1954年6月，县

农林科被撤销，县农林水利科成立。

1956年6月，县农林水利科被撤销，县农林局、水利局、水产局分别成立。1958年5月，3局合并为

县农林水利局。12月，县农林水利局被撤销，县农业局、水电局、水产局分别成立。1962年3月，县农

业、水电、水产局被撤销，县农业水利局成立。1963年1月，县农业水利局被撤销，县农业局、水电局、水

产局分别成立。1968年4月，县农业局被撤销。10月，县农业局、水产局合并成立农业服务站革命委员

会。1969年9月，县农业服务站革命委员会被撤销，县农业局革命委员会成立。

1970年lO月，县农业局建制恢复。1980年3月，县畜牧站划归县水产局。1984年4月，县农业机

械管理局被撤销，畜牧站划回农业局，由县农业局、农机局、畜牧站合并成立农业畜牧局。1996年9月，

县农业畜牧局更名县农业局。

为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加强有关专业生产的领导力度，经县委研究决定，1988年3月，县烟叶生产

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1990年11月，县棉花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1992年，县茶叶、果业生产办

公室被撤销，县茶果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3个办公室均为县政府直接管辖的常设管理机构，有关

农业技推广工作挂靠农业局。

第二节农技服务站股室所

农技站股(室)

1953年，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成立。1954年，县畜牧兽医站成立。1956年，县种子管理站、会计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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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组)成立。1959年3月，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改为县农业试验站。

1963年4月，县植保站成立。1968年10月，县农业局、水产局合并成立农业服务站革命委员会，各

业务站均被撤销，种子站(含种子公司)划归粮食局购销股(农产品公司)。农业服务站办事组、农技组

成立。

1971年，县植保站成立。1972年5月，县种子站恢复。1973年，将植保站分为水稻、棉花2个测报

站，局内机构调整为办公室和农技站(含植保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经营管理站、湖管站。同年3月，

县种子公司成立，与种子站合署办公，单独核算。

1980年lO月，县能源办公室成立。1983年，县水稻、棉花测报站被撤销，县植保植检站成立。

1984年6月机构改革，农牧局内机构设置为：行政办公室、农技站、种子站(含种子公司)、畜牧兽医站、

植保植检站、经营管理站、农机管理站、能源办公室、生产办公室、政工股、农工商服务公司，外设11个区

级农技综合服务站。1985年6月，县土肥工作站成立(1987年县土管办升格局级，土肥站人员、房产、设

备一同转出)。1986年，县优质大米生产基地办公室成立。1988年，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更名粮油经作

站。1988年9月，县土肥工作站恢复成立。

1990年10月，县农技推广中心成立。1991年，区站被撤销，田畈街、高家岭、古县渡3个中心农技

推广站成立(1993年分别更名鄱北片、鄱中片、鄱南片农技推广站)。1992年4月，县科教股成立。

2003年5月，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成立。随着农业不断发展，局内机构设置不断细化，人员有所增

加，科技人员素质不断提高。2005年，全局在职干部、职工196人，其中科技人员(含技工)117人。

农科所

民国30年(1941)5月，农技推广所成立，全所作物面积9．7公顷。1958年10月，在高家岭五十里

岗成立县农业科学研究所。1960年3月，迁往滨田村与滨田综合垦殖场合并。1962年，农科所与滨田

垦殖场分开，设在滨田石门楼村。1963年3月，农科所被撤销。1970年2月，在红卫农场组建县农业科

学研究所。12月，迁往田畈街高峰养猪场。1973年1月2日，迁回滨田。

第三节乡镇农技队伍建设

1954年，农林水利科配备农牧技术人员32人在农村设立农业技术推广站4个、中心站1个。

1955年增加农技干部11人，增设农技推广站2个。1956年，全县配备70名农牧人员在全县设立10个

区农技推广站。1959年3月，根据县委、县人委的决定，全县16个公社、9个农场、垦殖场都分别建立农

技推广站，309个大队(分场)都建立农技推广小组，每个生产队都配备农民技术员；ll一12月，各公社

(场)建立畜牧兽医站。

1960年2月，县委、县人委指示各人民公社(场)建立农业科学研究所和良种繁殖基地，配备专职人

员。

1971年，全县27个公社(场)均建立起农科所，并配备“三员”。1974年，建设四级农科网，县设农

科所、公社设农科所(站)、大队设农科大队、生产队设农科组。1977年l 1月，为充分发挥四级农科组织

的作用，县委作出《关于办好四级农科网的决定》，重点抓好基层农科组织建设，充实调整“三员”队伍。

1990年6月，县政府行文各乡镇(场)决定充分发挥乡镇级农技推广组织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起承上

启下的纽带作用，要求乡镇建立和健全农技推广综合服务站，开展综合服务，畜牧兽医站、农机站要继续

建设好、整顿好、加强管理，不断发挥职能作用。1996年，进一步巩固加强以县站为中心，以乡镇站为依

托，以村组服务网络为基础，以科学示范户、专业村、专业户为重点的“四级科技推广网络”。在此同时，

广泛开展技术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2005年，全县农技、农机、农经、畜牧兽医4站在岗人员411人。其中：聘用干部158人、大中专毕业

生243人、职工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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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种植业

第一节农业生产关系变革

土地改革前农业生产关系

土地改革前农村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

表16—2—1 土地改革前鄱阳县各阶层占有土地状况一览

地租及高利贷鄱阳地主阶级占有的大量土地，70％以上是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地租有

2种形式：死租，不论年景丰歉，都按原定的租额定租；分租，按实际收成实行“四六”或“三七”分成，地

主得大头，佃农得小头。据1950年3月青珠乡调查，每l亩租田1年交租谷一般为

100公斤～150公斤；l亩旱地1年交租豆8斗；佃农如不能按额交租，地主则将欠租额转为借贷，按高

利率计利息。另一种情况是，佃户必须先交押金始可租田，民国14年(1925)《中国经济年鉴》载江西租

佃惯例，鄱阳租佃押金每1亩5元5角。佃户因歉收无粮交租时，地主可随时收回土地，另行出租。有

的地主在田租之外。还要佃户无偿为其负担砍柴、担水等劳役。

地主拥有的土地除出租之外，尚留一部分雇工耕种。富农一般都雇工。雇工分长工、月工、短工，工

资菲薄。长工一年工资，最高1000公斤谷，最低350公斤一400公斤谷，一般750公斤谷左右；月工每月

工资谷75公斤～100公斤；短工每天工资米4升一5升。

高利贷在全县有借钱、借粮2种。民国初期借钱，一般年息]JL．-，有的加倍；抗战期间，按月息计算，
一般加三、四，有的加倍。据1950年小华村调查：民国28年(1939)前，农村借贷以货币为主；此后物价

上涨，货币贬值，改为实物计算。春借1石粮，秋收还1．5石一2石。到时偿还不起，高利贷者即以息转

本，利上加利。不少农民因还债倾家荡产，甚至卖儿鬻女，投河自杀。

减租及退租1949年，全县进行减租、减息。1950年5月，结合反霸斗争，开展减租、退租运动。据

统计，减少租息的有地主1133户、富农855户、中农lO户、高利贷者20户，共2018户。减出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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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8吨。得益户共11820户，其中佃农508户、中农1361户、贫农6710户、雇农3241户。

土地改革

1950年6月24日，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及县武装大队56人，组成土改试点工作组到八区青珠乡

进行试点。7月初至9月初，集中干部70余人先完成4个乡试点任务。9月17日至11月5日，组织

480余人的工作队，完成八区全区13个乡土改试点工作，为全县全面土改摸索经验。

在试点的基础上，全县分2批进行土改。1950年11月12日，由783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进驻

一区、九区、十二区的34个乡、91个行政村进行土改。1951年1月，由1200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又

进驻8个区100个乡进行土改，至3月结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土改中采取自报、

公议，民主评定，县政府批准的方法，进行划分阶级。全县共划地主5384户、半地主式富农780户、富农

9681户、中农30509户、贫农60526户、雇农9415户、其他成分4424户。与此同时，以“行政村”为单

位，组织丈量小组，进行土地丈量。组织没收登记小组，确定没收与征收对象：没收地主的土地、工商业

家在农村的土地、半地主式富农出租的土地、地主的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房屋，征收祠堂、庙宇、寺

院、帮会、教会在农村中的土地。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2．2万公顷，没收耕牛5570头、农具32万件、粮

食2100吨、房屋20004间，废债折谷3500吨。

在分配土改果实中，全县有71720户贫苦农民受益。贫农平均每人分得田地面积0．17公顷，雇农

平均每人分得田地面积0．186公顷。其他生产资料和粮食折款147万元和没收的房屋也全部分给贫、

雇农。

1951年4月，开始土改复查，分2批进行。主要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打击

不法分子，镇压首恶分子；进行查田、查阶级，彻底瓦解房股、反动会道门组织，纠正分配上的不公平现

象，把未分配的果实全部分给雇、贫农；整顿组织，纯洁内部，提高、培养干部，树立群众优势；解决遗留问

题；建党、建团、建政，进行爱国增产教育。1952年3月，全县土改复查结束。县政府接着颁发“土地房

屋所有证”。

互助合作

互助组1951年春，县委在花桥乡试办张远生互助组。至年底，全县共建立互助组3218个，入组

农户21355户，占全县总农户17％。1952年6月，县委发出“组织起来，坚持下去，提高认识，巩固互助”

的号召，年底全县组织互助组7271个，其中常年互助组1727个，临时季节互助组5564个；组织起来的

劳动力44230个，占整个劳动力28％；组织的田地23161．3公顷，占整个田地27％。1953年，互助组发

展至8091个，入组农民40397户，占总农户31．4％。1955年，互助组规模不断扩大，年底大部分互助组

转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3月，湖滨乡段谟扬常年互助组转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年，

田畈乡江桂孙互助组成立第2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个初级社共58户，278人，试办1年，增产显

著，在全县起到示范作用。年底，全县组织起来的农民47569户，占全县农户的37．6％。

1954年，初级社发展至412个，入社农民18417户，占总农户14％。1955年，初级社总数876个，人

社农户38366户，占总农户28．9％。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土地入社，定产作股，以股参加分配；同时按劳动力评分，以实做工分参加分

配。收益分配，在总收入中扣除生产费用和留5％的公积金，其余全部按“土四、劳六”进行分配。农业

税由土地分红者负担。超过入社定产的增产部分和副业收入，按实做工分分配。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春，全县掀起合作化高潮。至6月，共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258个，人社农户115679户，占全县总农户90％。1957年，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调整社规模。调整后，全

县高级社426个，人社农户占全县总农户99．9％。

高级社私有土地全部无偿收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耕牛农具作价入社，互

相抵销，长短记账存社。对鳏寡孤独，实行五保(吃、穿、住、医、葬)。收益分配，在总收入中缴纳农业税

约10％一15％，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约5％一8％，提取管理费约1％一1．2％，扣除当年生产成本约

15％一20％，其余按劳动工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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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社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制。社对生产队实行“四定”(固定土地、劳力、耕牛、农具)、“三

包”(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惩”(增产奖、减产赔)责任制；生产队对社员实行底分活评或死分死记，

按实做工分进行分配的制度。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全县大办人民公社，区建制被撤销，建起人民公社17个，实现人民公社化。公社的特

点是“一大二公”，实行“政社合一”，每社平均7320户。公社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在财务上统一核

算，采取“伙食供给与基本工资相结合”的分配方法，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办农村食堂2799个；在生

产上搞“大兵团作战”，强调“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业放“卫星”，一时瞎指挥，浮夸

风盛行，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严重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59年，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开展整顿人民公社，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执行“三级

核算，各计盈亏”的方针。全县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当时只有三庙前一个公社坚持公社核算)，

同时撤销农村食堂，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清退国家、集体平调的土地、房屋和其他财产。1960年

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精神，全县由点到面，进行一次检查政

策、贯彻政策、落实政策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至年底，清退平调的房屋、财产共折款1780万元，当即

兑现940万元。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六十条”，继续调整社、队规模。全县恢复9个区、1个镇，人民

公社由17个调整为60个，生产大队由309个调整为665个，生产队由2310个调整为6443个。普遍实

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建立农产品上调大包干制度，使全县农业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1965年，粮食总产量较1961年增长57．8％。

1968年，全县又大搞撤区并社并队，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搞所谓“政治

评分”等。1972年，恢复生产队核算和底分活评制度。但生产队财务相当混乱，多劳不能多得。

联产承包责任制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农村开始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1979年，谢家滩公社田铺大队第

三生产队试行“包产到劳”，当年增产70％。1980年春，县委总结此经验，在全县农村广泛实行农业生

产责任制。形式主要有4种，分别是：划分长年作业组或专业组实行定包和奖赔；生产队集中种、集中

收、分户管理、逐项定额、按段包工、检查验收、进行奖励；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联系产量全奖全赔；小宗

农作物或副业生产，联系产值，自愿承包，超产归己。1981年，全县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规定农

民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所得，除交给国家的(农业税)、提给集体的(生产队干部误工补贴和军烈属、五包

户的照顾等)，其余都是个人的。至1983年2月，有6281个生产队与承包户签订合同，占生产队总数

76．33％。1984年，贯彻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农业生产由计划经济

向商品经济发展转变，市场农业开始起步，农业生产由指令性计划改变为指导性计划，农产品收购计划

逐步改变为定购、派购、议购，商品渠道逐步形成。

1997年，县委、县政府贯彻执行中央两办《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精神，

做第二轮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求全县各地：实行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

基本原则，确保延包工作稳定有序；稳定所有权限，明确承包主体，严禁打乱村民小组的土地所有的权属

界限、平调村民小组的土地；整顿“两田制”，规范行政行为；从严管理“机动田”；严禁荒芜土地，提高土

地使用效益；／Jn强对土地承包费的管理。200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

施，加大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管。2004年，县对260534农户进行补换发《土地经营权证》和重签合同

书，指导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和土地流转工作。

第二节耕地面积及农作物分布

耕地面积

民国25年(1936)《江西年鉴》载：鄱阳县原额耕地、山塘面积148533．3公顷。民国29年(1940)

《江西统计》载：鄱阳耕地面积89133．3公顷，其中水田面积57666．7公顷、旱地面积3．14万公顷、荒地



卷十六农业 561

面积66．6公顷。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耕地面积84533．3公顷，其中水田面积57133．3公顷、旱地面积

2．74万公顷。1950年，开荒面积189．7公顷，土改后土地经过丈量，耕地面积84733．3公顷。1951～

1952年，开荒面积142公顷，耕地面积增加8．62万公顷。20世纪50年代初，划走柴埠、共和、古城乡和

棠荫、汤湾等村，但由于围堤垦荒，总的耕地面积仍不断增加。1958年，耕地面积8．68万公顷。自

1958年后，大兴水利，占用面积3333公顷一4000公顷耕地。1968年，全县耕地82733．3公顷。自

1972年起，省、地(市)农场6009．4公顷耕地不列入波阳统计，耕地面积减至74133．3公顷。1982年，耕

地面积7．36万公顷。1983年，鲇鱼山公社和荷塘垦殖场划归景德镇市，耕地面积减至6．96万公顷。

1986～1997年，每年耕地面积一直保持6．8万公顷一6．9万公顷。1998年8月，乐丰良种场和饶丰综合

垦殖场划归县管，增加耕地面积4426．1公顷。至年底，实际耕地面积72975．4公顷。

2000年，因基建占地、退耕地改塘和因灾废弃减少耕地面积1348．9公顷。2005年，新增面积

2821．3公顷，减少面积469公顷，其中退耕还林还草面积283公顷。至年底，实有耕地77671．1公顷。

农作物分布及产量

粮食作物

水稻生产，在粮食作物中占绝对优势。其他粮食作物大都在旱地上种植，统称旱粮作物。2004年，

鄱阳粮食生产以67．002万吨的总产量，在全国排名第78位，首次进入全国100强县行列，获“全国粮食

生产百强县”称号。2004～2005年，均获“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

水稻早在秦汉时期，鄱阳湖地区的鄱阳县就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区。东汉中期，开垦面积得以扩

大。唐代农业日趋繁荣。唐贞元年间(785～804)诗人姚合《送饶州张使君》日：“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

连连是稻畦”，形象地反映鄱阳水稻面积的辽阔和粮食产区生产的盛况。元代元世祖重视发展农业生

产，颁布“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诏令。明代农田水利建设得到空前的发展，挑圩

围湖受到官府的重视，县境内有大小圩堤24条，围田面积9743．74公顷，加上水稻品种增多，粮食产量

不断增高。安徽人汪伟在奏疏中写道，徽州介万山之中，粮食仰赖饶州鄱阳、浮梁，“一日米船不至，民

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清顺治年间(1844～1661)及康熙初年，朝廷多次发布招

垦诏，令民开垦荒地。同治年间(1862～1874)，在修复、维护原有圩堤的同时，又新建圩堤51条，新旧

相加共有圩田面积17366．55公顷。民国35年(1946)，全省农林生产工作竞赛中，鄱阳获粮食、棉花、冬

耕工作最优。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大力推行耕作制度“三变”，即单季稻变双季稻、旱地变水

田、荒地变熟地。1949年，全县早稻播种面积8200公顷，中稻播种面积35826．7公顷，二晚播种面积

746．7公顷。1953年，为实现“三变”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增肥改土，改革

耕作技术，双季稻面积逐年扩大。至1960年，全县早稻播种面积54741．1公顷，二晚面积31704．3公顷，

稻谷总产量178996吨，是1949年总产量的2．1倍。

20世纪60—70年代，全面推广矮杆品种。1963年，开始引进早稻新品种——矮脚南特号。此后，

相继扩大引进耐肥、抗倒、丰产性能好的新品种。当年，早稻以栽培更新南特号为主，收获面积

44438．5公顷，亩产205公斤。1965年，开始大面积推广矮杆品种。当年早稻收获面积54635．4公顷，

亩产260．5公斤，较1963年增长27．07％。1970年，全县水稻生产基本实现矮秆品种化。1971年，普遍

推行“早、小、密、矮”生产模式，产量有新的提高。

20世纪70～90年代，积极稳步发展杂交水稻。1974年，县农科所开始引进杂交水稻，测产亩产达

600公斤。1975年，进一步扩大试种面积。1976年11月和1977年11月，县革委会组织228名农技人

员和农工先后赴海南岛陵水县和崖县(三亚)进行杂交水稻制种和繁殖。自1978年后，杂交水稻栽培

面积逐年扩大。1985年，全县杂交水稻面积18666．7公顷，平均亩产412公斤。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

期，杂交水稻生产进入大发展、大推广、大提高时期。1991年，农业种植进一步调整结构，早、晚杂交稻

面积扩大，水稻单产大幅度增长。

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加快推进优质水稻生产。1992年，为解决买粮难问题，全县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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