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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达县畜牧志》(续修)人员名单

姓名 单位 职 务 签 字

潘远金 达县县志办 主任、总编 ／彬范
李方明 达县县志办 副总编、编辑 姥豸∥乙
陈福生 达县县志办 编 辑 心k砂侈
李绍杰 达县县志办 编 辑 一刍踢
刘兆瑞 达县县志办 编 辑 别哆‰
黎 军 达县畜牧食品局 局 长 {l五f U
郑四海 达县畜牧食品局 副局长 多陟f诌
黄 斌 达县畜牧食品局 副局长 嘭么∥
黎中华 达县畜牧食品局 机关党委书记 旒呻彳
潘永久 达县畜牧食品局 办公室主任 ’陪弛、
唐光珍 达县畜牧食品局 财务股负责人 谚0形
蒲善权 达县畜牧食品局 生产科教股负责人 碱札
王良能 达县畜牧食品局 局志办总编 玩坳．
粱小玲 达县畜牧食品局 局志办编辑 譬：．『、协．
陈 耀 达县畜牧食品局 局志办编辑 镳栅，
唐 军 达县畜牧食品局 局志办编辑 ．；『茁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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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县地方志办公室

关于达县畜牧志的评审批复

达县畜牧志(1 98 6—2 005年)经组织专／‘、．评议，根据《：地方

志工作条例))的规定和要求，记述符合志书体例。评审组同

意达县畜牧志按有关规定出版、印刷。

陂蜷橼室
二o Q施年八月塑础六日



序 言

续修《达县畜牧志(1986-2005)》在深化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

势下，编纂成功付梓问世。这是达县畜牧食品局精神文明建设又一重大成果，

有益当代，惠及子孙o

本志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在县志办的指导下，历时一年又四个月编

纂修正完成。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志书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编修畜牧志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后世的社会事业，是传承畜牧兽医文明

的重要载体，是我部门制定科学规划和正确决策的基础性工作，对我们总结历

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传播和弘扬先进文化、先进科学、推动两个文明建设不

断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修志是一个浩繁的系统工程，工作量大面宽。1986年至2005年正处世纪

之交，畜牧兽医事业面临重大改革，事业思进、人心思稳、诸事纷繁。我局党政

一班人，把修志摆上了重要日程，抽调人员，组建班子，开启工作。为了客观反

映历史，本志记述了1986年以来达县畜牧业发展状况，组织机构沿革，家畜家

禽，动物疫病及防疫，检疫监督，饲草饲料，科技教育，行政执法，福利事业，管

理等内容，涵盖了整个畜牧兽医事业。

由于人事更迭，加之编纂水平局限，本志不尽完善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当

代和后世诸君斧正。

中共达县畜牧食品局党组书记黎军
达县畜牧食品局局长

。

2009年5月1日



凡 例

一、本志上限1986年，下限2005年，个别章节根据资料突破上限适当追溯。

二、本志按篇、章、节、目四个层次排列，篇、章、节标示题目，目以数序。各篇按内容作

横向安排。篇、章、节、目层层相辖。全书共分9篇，35章，88节，近30万字。

三、本志采用白话文记叙体，辅以图、表、录。

四、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对区、乡、镇、村名和地名用1994年版《达县志》上的名称，撤并的乡村用括号

加注原名。村、组用汉字表述。

六、本志语言文字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和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1988年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以及2001年1月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引文和特殊需要用字除外。

七、本志称谓除引文或特殊情况外，一律用第三人称，直书其名。

八、本志对中共达县县委、达县人民政府简称县委、县政府；达县畜牧(食品)局简称畜

牧(食品)局、县局、局。达县地区、达川地区或达州市畜牧(食品)局简称地局或市局。

九、本志长度、积量、重量皆用公制单位，个别地方按本地习惯用市制；行文中的计量单

位用汉字表述，公式和表格中的计量单位用符号表述；温度采用摄氏制，摄氏度用阿拉伯数

字和符号表示；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

称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十、行文中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数值范围时使用浪纹式连接号；表示相关地点或相关名

词构成一个意义单位、表示时间起止或产品类型等使用一字线连接号。

十一、本志畜禽计量单位，马、驴、骡用匹；牛、猪用头；羊、禽、兔、猫、犬、鹌鹑、鸽用只；

蜂用箱。



编辑说明

一、资料来源

l、达县档案局，共借阅档案361卷，从中抄录50万余字，复印40万余字。

2、达县畜牧食品局档案室、生产科教股共查阅档案128卷，从中抄录2万余字。

3、中共达县县委组织部、人事局、统计局、农业局、气象局、国土资源局、水利局、工商

局、商务局、食品公司共查阅档案110卷(件)，从中抄录5万余字。

4、座谈、采访(电询)200余人次，搜集口碑资料2万余字。

5、实物资料，包括文件、书刊、报告、总结、讲话和各种资料汇编等，共计10万余字

(件)。

6、照片资料，共搜集250余份o

7、图表资料，共搜集500余份。

二、资料整理

将搜录之资料，按纲目所设篇章，归类整理，共立45卷。

三、修纂

l、大事记按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的方法进行编写，并参考借鉴达

县畜牧食品局机关档案管理升省三、二、一级和省一级认定资料。

2、志，用语体文记叙体；传，皆立小传。

3、本志行文，执行《四川省第二轮市县志编纂规范》(川志发(2007)6号)。



达县畜牧志 概 述

概 述

达县属达州市辖，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地处东经106059’一107050’，北纬30049’一

31 033’o东与开江接壤，南与大竹、重庆市梁平县相邻，西靠渠县、巴中市平昌县，北抵宣汉，

紧挨通川区，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26公里。幅员面积269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5586公

顷，其中田36857公顷，土18729公顷。辖21个镇，43个乡，789个村，6719个村民小组，84

个居民委员会，221个居民小组。总人口1259109人，其中农业人口1061274人。

县境地势北高南低，为川东平行折皱岭谷区。低山地重峦叠嶂，约占全县面积的40％，

主要分布在四条背斜和铁山以北的广袤地域，这里饲草丰茂，是牛、羊放牧天然场地。铁

山、明月山、七里峡山、铜锣山四列山地之间，东南部向斜和铁山以西地域为起伏跌宕广阔

的丘陵区，丘陵面积占全县面积的59％，这里田间隙地星落棋布，饲草蔬菜四季不断，饲养

猪、牛、禽基础得天独厚。全县平坝甚少，仅占总面积的1％左右。土壤以紫色土为主，紫色

潮土次之。自然形成的低山黄壤和人工熟化的水稻壤均具有酸碱度适中，养分丰富，土质

松软，生产力高的优点，有利于牧草和青绿饲料的生长。县内主要受铁山山脉的影响，被分

为两大气候区域，西北部有川北温凉气候特征，东南部有川东炎热伏旱区特点。热量丰富、

四季分明，具有春暖夏长秋短冬适中的特点。2005年最高气温37．7℃，最低气温零下

1．8℃，年日照数1018．8小时，无霜期319天，年降雨量1453．9毫米。适于家畜家禽及牧草

的生长繁殖。水利资源丰饶，巴河、州河两大水系穿越县境，水库、塘、石河堰比比皆是，计

有中型水库2座，小型水库87座，塘8199口，石河堰18l处。固定提灌站1043个，全县实

灌面积29．28万亩，保灌率70％，为各种农作物生长和畜禽饲养提供了水源保证。粮食以

盛产水稻、小麦、玉米‘、高梁著称于世，洋芋、胡豆、豌豆、油菜、花生亦很丰盛，精粗饲料来源

广泛，粮食副产物十分富有，农民素有饲养各种畜禽的习惯，是一个以农为主，农牧齐头并

进的农区畜牧业大县。

达县畜牧食品局是达县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是国家畜牧兽医法律法规的执法主体，

负责组织领导和依法管理全县畜牧兽医事业，业务隶属于达州市畜牧食品局。1986年以

来，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届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述 迭县畜牧志

下，全县畜牧人努力弘扬“求真务实促发展，团结奋进建新功”的畜牧局精神，用辛勤的劳动

和汗水促进了全县畜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达县畜牧食品局机构稳定，内设股室不断健全、完善，人员结构合理，素质不断提高，为

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20年来，尽管多次行政区划调整和乡镇改革，但达县畜牧

食品局及直属的畜禽品种改良站、动物防疫监督站、饲草饲料工作站、畜牧兽医进修学校、

乡镇畜牧兽医站和畜牧经营服务部、牧业供销经营部、饲料添加剂厂以其独特的职能和社

会效益存在、发展，并日臻健全。全县逐步形成了“畜禽繁育、动物防疫、饲料生产管理、畜

牧兽医科技教育、牧政执法”五大体系，切实担负起了全县畜牧业的生产管理、科技推广、技

术服务和依法行政工作。1986达县畜牧局下辖区畜牧兽医站13个，乡(镇)畜牧兽医站80

个，有职工500余人。1992年10月，南外镇划归达县辖，同时，罗江、蒲家、新村、魏兴、东岳

划归达县市辖，减少乡镇站5个，全县有乡镇站76个。1999年7月，双龙乡划入通川区辖，

全县共有12个区畜牧兽医站，75个乡镇畜牧兽医站。是年元月区乡畜牧兽医站聘用干部

人头经费纳人财政预算。经费落实是自1958年乡(镇)畜牧兽医站建立以来的一件大事，

不仅圆了三代畜牧人的梦，而且加快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其社会影响十分深远o

2000年1月达县畜牧局机关迁址南外镇金丝街155号。是年6月，清退了由于历史的原因

未通过劳动、人事部门认可招收的乡镇畜牧兽医站合同工、临时工427人。2001年6月成

建制撤销12个区畜牧兽医站，同时75个乡(镇)畜牧兽医站移交乡(镇)政府管理，管理呈

现“线断、网破、人心散”的被动局面。同时县财政又停止乡镇畜牧兽医站163名聘用干部

经费财政预算，随后经据理力争，仅保留23名聘干经费。是年11月达县畜牧局更名为达县

畜牧食品局。局机关及直属县级企事业单位有职工216人。2003年6月全县进行改革，保

留乡镇畜牧兽医站，为财政全额预算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隶属达县畜牧食品局。2004

年2月，乡镇机构改革，撤销11个乡镇畜牧兽医站。是年9月县编办给乡镇畜牧兽医站下

达编制141人，通过竞聘考试录用141人。2005年5月达县人民政府将全县2004年12月

31日前退休的208名乡镇畜牧兽医站退休职工养老保险纳入县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范

畴，不仅落实了政策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到2005年12月，全县共有“

个乡镇畜牧兽医站，其中43个乡站，21个镇站。有在岗职工233人。其中纳入财政拨款

158人。有退休职工232人，其中纳入机保215人，社会养老保险17人。 ．

1986年达县畜牧兽医人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中专、大专以上学历屈指可数，中小学历

占绝大部分，科技人才匮乏，畜牧兽医科技含量不高。为了畜牧兽医事业的发展，达县畜牧

局党政先后采取多项措施鼓励职工参加培训、进修、学历教育。选送职工到大专院校、科研

院所培训进修，让每年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到基层去锻炼成长，邀请专家教授讲学，加强

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1989年建立了达县畜牧兽医进修学校，进修校作为培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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