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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祁门农业资源众多，所产祁门红茶，被誉为“茶中英豪”，中药材祁术、祁蛇(蕲蛇)、徽菇等

特产也名闻遐迩。广大农民与大自然奋斗和生产实践的内容亦十分丰富，但历来志书中仅见片

言数语。新中国成立后，祁门农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油料、茶叶、生猪、家禽的

生产量比解放前成倍增长，这其中既有成功的欢乐，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有关农业发展的资料

却分散在许多档案卷宗里，分散在一些老同志的笔记本和记忆中，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资料可

供查阅。在跨入二十一世纪之时，县农业系统的同志们，历三年寒署，不辞劳苦，查阅档案、翻检

旧志、遍采口碑、辛勤笔耕、五易其稿，如期完成祁门第一部农业专业志的编纂工作，这在祁门

县农业管理和生产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o

<祁门县农业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

辩证法，对旧志和史料予以批判地继承，遵循求真存实、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的编纂原则，上朔

唐、宋、明、清，下述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至二十世纪末，一千多年来祁门农业发展之兴衰，力求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内容上着重记载千年来祁门桑田之变化，特别是展现新中国建

立以来祁门农业生产和农业管理工作之新貌，对农业活动中的成败得失，都作了实事求是地记

载，成绩彰明，失误不隐，为本县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o

<祁门县农业志》是众手成书、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少老同志和专家阅后都认为该书观点乒

确，编目基本合理，资料翔实可靠。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专业特色，是认识祁门农业过去和

现状的珍贵资料。

值此<祁门县农业志》付梓之际，遵主事者嘱，欣然命笔，聊叨数语，权以为序。

犀钍
2003年11月10日



凡 例

一、《祁门县农业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本县农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文，一般只记史实，不作评论，寓观点于资料之中。

三、本志通贯古今，以存一县农业历史之全貌。上限起自祁门建县，下限一般断至

1999年，少数内容至2000年。以近代和现代为编纂重点，特别记叙新中国建国后的史实，

以体现时代特色。

四、本志卷首设概述，总摄全书，简要综述全县农业发展之概貌。大事记记叙建县以来

本县农业上发生的重要事情。之后依次为地理-9环境、农业资源、土地与农经、农村综合建

设、粮油作物、经济作物、‘茶业、农业基础建设、畜牧兽医、水产、多种经营、农业场站、

农业科技教育、行政(事业)管理、党派社团、人物计十六章。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为本

志主体。最后为附录。

五、本志纪年，解放前均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1949年4月以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历史上的旧

计量单位核算不便的仍按历史习惯记述，如土地仍按“亩”。

七、本志称谓，首次使用时写全称，夹注简称，以后均用简称。

八、本志公历时问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如1949年10月1日，农历则用汉字表示，如

农历四月五日。

九、本志简写的年代(如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均指二十世纪的某某年代。

十、本志资料采自安徽省档案馆，安庆、南京及县档案馆、县农业局的档案资料、县志

和口碑资料。对旧志撷取精华，适当改写，口碑资料经多方证实，适当录用。各项数字一般

均以县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准，所用资料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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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祁门县位于安徽省南端，地处北纬29。35’～30。08’，东经117‘12’～117。57’之间，原为歙州古黟和饶

州浮梁两县地。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析黟县和浮梁县地置祁门县。唐属歙州，民国初直属安徽省，

解放后属徽州专区，今属黄山市。

祁门地处皖南山区，境内山峦起伏，河溪纵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农牧业和

多种经济作物生产的天然条件。早在秦朝以前，东越人已在此地繁衍生息，开始以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活

动，且稻谷作为食物已占主导地位。据<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

稻羹鱼，或刀耕火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阶级

分化尚不明显。

一、古代农业

东汉初期，中原人纷纷迁入，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到了唐代，中原人和东越人已

融合一体，深山密林的荒芜之地得到开发。唐永泰二年(766年)置县后，农业、手工业日渐发展，体现

山区特点的各类经济作物相继出现，并且有了织物供给和其它副业。宋、元时期，逐步形成。以织助耕，

以副养农”的农业生产体系。期间，由于生产技术变化不大，单位面积产量很低，只有通过扩大耕地面积

来寻求出路。据明万历<祁门县志>载，宋代和元代全县人口不及四万，田地却超过七十万亩，农业生产

处于广种薄收的落后状态。

明朝以来，县内茶叶、蚕桑发展迅速，商业日趋发达。期间占城稻、玉米等农作物新品种陆续从外地

引进，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到一定作用。随着土地收益增多．宗法地主土地所有制也El益发展起来，佃仆

制的生产关系得到迸一步巩固。但由于祁门山多田少，加上人口逐渐增多，至明万历年问，所产粮食已不

能自给。然民多奇居山货，行贾天下。尚可。安居乐业”。

清代，人口不断增长，所产不敷自食，康熙年间，特别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实行。滋生人

丁，永不加赋”之后，人I：l迅速上升，至道光年间，全县人I：1已达470279人，农业生产缓慢发展，远不

及人口的增长。因而计饷不支三月，民往往就食他乡了。

二～近代农业一～近代狄业

+清末．因徽州是太平军李世贤部的根据地，与清军在境内多次发生战斗，人口锐减，至同治十年

(1871年)，全县人口只有100249人，战乱期间，巳不能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田地荒芜，多有虚供赋税

者，物力艰难，加上旱、涝、虫灾连年，百姓苦不堪言。

民国初期，民多从商，不事务农，仰食他乡。当时，政府曾一度倡导农桑，鼓励垦荒，修治水利，生

产有所恢复。民国8年(1919年)全县人I：I达130437人，农业生产以水稻、茶叶为大宗i是年产稻、

麦、豆计227780担(11389吨)，茶叶33995担(1700吨)。鱼类387担(19吨)，所产聊可自给。其后，

政府虽曾提倡改进生产技术，但流于形式，收效甚微，加之水、旱灾频，产量低而不稳，连年欠收。民国

23年(1934年)，旱灾奇重，粮食总产仅十万担(5000吨)，粮食不敷食用，仍赖江西等地运济。

抗战期间，祁门地处内地后方，民可苟延喘息，农业颇有发展。民国28年(1939)粮食总产约35万

担(17500吨)，茶叶超过5万担(2500吨)。民国32年(1943年)粮食总产达到68万担(34000吨)，

成为民国期间最高年份。茶叶则因外销停滞，年产不及一万担，牛、猪等大家畜11240头。后来内战爆

发，灾祸接连不断，物价狂涨，加之地主、奸商和官僚买办。国民党败兵、土匪的欺榨、剥削，农业渐

衰，至解放前夕，境内农田荒芜，产量剧减，民不聊生。



三、现代农业

1949年4月，祁门解放。农业从此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崭新时期。

1949年解放至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经过土地改革，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制度，消灭

了地租和高利贷，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

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由建国初期的341万元上升到688万元，粮食总产由10672吨上升到27636吨，

油料由130吨增加到463吨，茶叶总产由480吨增加到1364吨，牛猪大牲畜由9066头上升到20853头，

全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全县普遍

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和劳动竞赛。掀起农业生产建设高潮。此时农业生产上着重引进推广新品种，提高复种

指数(再生稻、双季稻等)，加强管理，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以提高作物产量。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到

1043万元，粮食总产529956担(26498吨)．油料总产低于1952年为5503担(275吨>，茶叶总产48826

担(2441吨)，牛猪等大牲畜33928头。

1958--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计划脱离实际，在大跃进、人民公

社化运动中，急燥冒进，盲目蛮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生产上瞎指

挥、虚报浮夸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更为严重，不顾农忙，无偿抽调大批劳力“大炼钢铁”，地里

成熟的庄稼收不上来，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遭受严重挫折。1959

年底，贯彻省委决议，’推行“责任田”，试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受到广大农民欢迎。

1961年春，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调整。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错误，

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纠正“责任田”，由于生产关系变动频繁，整个农业尚

未恢复到1957年水平。1962年农业总产值为1385万元，粮食总产降为459513担(22975吨)，油料总产

5347担(267吨)，茶叶总产12777担(639吨)，牛、猪等大牲畜21444头。此期间在粮食生产上主要是

推广双季稻和矮杆品种，加强病虫测报和防治工作，油料生产上推广甘兰型油菜品种，以及扩大种植绿肥

“三水一萍”(水葫芦、水花生、水浮莲和红萍)，并大力生产、施用土农药和农家肥。．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3—1967年)，农村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大群

众运动。 ·

1964年下半年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使延续多年的“左”倾错误又有新的

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农村经济政策贯彻落实受到干扰，

但“四清”中坚持抓农业生产，强调改善社队经营管理，转变干部作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给农民以休养生息之机。

196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突破2000万元。粮食总产达541613担(27081吨)，油料达11837担(592

吨)，茶叶总产25310担(1265吨)，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86元。

1966年5月以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极左政策几乎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农村原已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统统废弃，社员经营的少量自留地、家庭副

业、农村集市贸易一律列入“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判和取缔。但由于全县人民的

艰苦奋斗，加之几年来无大涝大早之灾，使得农业生产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70年农业总产值2335

万元，粮食总产586648担(29233吨)，农业人口人均纯收人为90元。

1971～1975年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此时期仍处于“文革”十年内乱之中，农业生产强调以粮

为纲，经济比例再度失调，农村中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照搬照

套大寨大队极“左”的一套做法，取消按劳付酬。但由于各级农业管理机构逐步恢复，干部和农技人员陆

续解放出来，加强农业生产领导和管理工作，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和增产措施，在农业学大寨中所建成的农

田水利设施发挥了作用，农业生产仍有所发展。1975年农业总产值2756万元，粮食总产738588担

(36429吨)，茶叶总产47408担(2870吨)，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98元。“文革”．十年，全县农业生产是

增产不增收，人民生活改善不多。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从1976年开始，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社员饲养畜

禽和家庭副业又受到限制，而集体养猪发展到最高峰。1977年集体养猪场有987个，由于缺乏集体饲养

的经验，生猪出栏率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生猪死亡率创历史最高记录，给养猪业和集体经济造成很大损

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形势虽有好转，但农业生产“单打一”的状况尚未改变。1978

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中央“调整、改革、整

顿、提高”方针指导下，纠正了以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农业生产始有发展。1980年开始推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人们把这种责任制称之为。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是年

因灾，农业欠收，农业总产值仍达3355万元，粮食611944担(30597吨)，茶叶总产2429吨，农业人口

人均纯收入为107元。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和提高，推动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和带来农业上经营

形式的变化。在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和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期间，国家通过

适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农业生产由原来单一的集体统一经营改变为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联产承包逐步向生产专业化方面发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扶持农村

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积极发展商品生产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国家针对山

区资源优势和市场需要。在大力推广以杂交稻新组合为主的粮食生产新技术的同时，兴建红茶和食用菌基

地，共投资149万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1985年农业总产值4700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80元。1990年农业总产值为18731万元。

进入第八和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1991--2000年)，国家和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快对农业的投入，加快

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以粮代赈资金、粮食自给工程资金、牧业发展资金等农业项目基金先后援付使用，

粮油丰收计划“553工程”，茶园低改。7441工程”，粮食自给工程、菜篮子工程、牧业进位等工程的实

施，农业结构和农作物布局得到合理调整，以及以专业户(科技示范户)为基础，乡(镇)村服务组织为

纽带，县农业服务站为中心的各类专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农业的全面发展。

到200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按90年不变价为19675万元(现值为33953万元)。其中农业为8719．7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44％，牧业3193．6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1％，渔业总产值136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

重为0．7％，农民人均纯收人为1944元。



△永泰元年

△永泰二年

△大中十年

△淳熙十五年

△绍定二年(

△至顺二年

’

明

△永乐七年(1409)润四月某日，入夜、骤雨滂，谯楼水深丈余，溺死60余人，毁屋350余间。

·’ 清

△乾隆五十三年(1788)5月6日夜，烈风雷雨大作，七日晨，山洪暴发，城中洪水陡起，冲毁城

墙，谯楼仓库，乡间竭坝尽毁，溺死6000余人，城郭半空，流尸满川。

△嘉庆十四年(1809年)立夏后一日，气温陡降，落雪。

△道光二年(1822)江南徽州府曾出告示，大洪岭<禁种苞芦)以保南北官道不被冲毁。

△同治七年(1868)5月22日，山洪暴发，城内水深丈余，城乡房屋、田地、桥梁被毁、人畜溺

死不计其数，东南两乡较乾隆五十三年水灾尤惨。

△ 光绪二年(1876)胡元龙在贵溪，黟人余干臣在历口试制红茶成功，商标为“赤山乌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县茶商成立茶业公所。

民国元年【1912年)

△祁门安茶盛销两广及东南亚各国。

民国4年(1915年)

A 2月22日，农商部安徽模范茶场在本县平里成立。

△是年，在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及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祁门红茶获金质奖章。

民国8年(1919年)

△祁红外销口岸由汉口迁往上海。

民国14年(1925年)

△祁门茶业试验场在平里举办“制茶讲习会”，此为我县茶叶技术培训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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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2年(1933年)

△ 11月24日安徽省第二茶叶改良场在平里成立茶叶运销合作社。

民国23年【1934年)

△大旱、受灾田地14万亩。民众以蕨根、观音土充饥，死者数百。

民国24年(1935年)

△改良场在城西桃丰山新辟梯形条播茶园，是为国内首创。

民国29年(1940年)

△伏秋大旱，江西禁粜，民食蕨根、观音土，饿死者以百计。

△全县有茶号372家。茶业合作社71个，此为历年最多年份。

民国31年【1942年)

△祁屯区茶树更新工作站成立，实施复兴茶园。

1949年

△4月26日。祁门解放。

1950年

△6月 县农民协会成立。

△10月 全县进行土地改革，翌年4月结束，共没收地主土地2．4万亩，没收及征收公堂社会土

地6．57万亩。

△是年，祁门茶叶改良场改建为祁门茶叶实验站，历口实验茶场改建成历口茶厂。

1951年

△9月 省农林厅在祁创办安徽省祁门茶叶中等技术学校(1955年10月迁往屯溪改称屯溪茶校)。

△ 12月15日 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姚村乡拜堂石(今塔坊松堂村)建立。名为胡积好互

助组。 。

1952年

△3月3日 本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桂有良社成立。

△6月25日 召开全县互助组组长代表会议，与会人员112人。

△12月成立祁门县畜牧兽医站，同时成立畜牧兽医工作者协会。协会成员52人，其中：中兽医24

人。

△是年六区陈田乡王达安设计试制成功木质手摇揉茶机。

1953年

△3月 祁门县茶叶技术指导站建立。

△ 11月 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食、棉布、棉花计划供应。

· 1954年

△4月 茶叶技术指导站与畜牧兽医站合并为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共有技干14人。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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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连续降雨24天，降雨量628．7毫米，18--21日连续山洪暴发，农田被淹3878亩，冲毁水

利工程502处，淹死4人。

△6月 县农会撤销，农会工作由县委农工部兼管。

1955年

△5月 县农业局成立。

△11月9日 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贯彻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政

策，全县掀起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 县农村生产办公室改称农村生产合作办公室。

△ 推广“胜利百号”山芋和马铃薯。

△同年试种双季稻。
△ 县重申因病、伤、残、无法治愈、失去耕作能力，或黄牛达17岁，水牛达16岁以上的耕牛，经

区派员检验属实，并取得耕畜准宰证明书，始可宰杀，以保护耕牛的政策。

1956年

△春县第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新建乡灯塔社成立，社长汪义和，至1957年底．全县共建高级

社102个。高级社主要生产资料、耕地、茶园、山林、耕畜、大型农具全部作价入社。归农业社集体所

有。

△ 是年农机具归农业局农业股管理，供应归县供销社。

△7～8月 历口、祁山、金东、双平分别成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同时县地方国营畜牧场在城东华

桥建立。

△8月24--10月16日。全县开展农作物品种调查和征集地方品种工作，调查出本县农作物品种24

种，142个。其中水稻90个(其中双季早稻品种8个、双晚3个、中稻和单晚79个)，小米5个甘蔗2

个、油菜4个、饭豆1个、荞麦1个、黄豆6个、高梁2个、旱豆1个、大麦1个、元麦1个、小麦5个、

豌豆1个、稗子2个、山芋2个、芋头2个、蚕豆1个、玉米7个、花生1个、米豆1个、绿豆1个、蚕

豆1个、红豆1个、芝麻2个。
A 9月6日～30日，县开展畜牧普查工作，家畜家禽主要品种有马、骡、驴、水牛、黄牛、猪、

鸡、鸭、鹅、羊、兔。

△是年试种天津“银坊”水稻，面积2921亩，栽后50天不发棵，据调查，认定主要是生产环境不

适所至。

1957年

△4月 县水利科、林业局、农业局合并为农林局，下设人秘、农业、林业、茶业、水利、畜牧6

个股。

△ 开展玉米和大豆问种、玉米地套种芝麻、玉米和山芋问种，晚玉米套种荞麦的耕制试验。

△ 7月一8月 全县开展了危险性病虫和杂草调查。

△ 引进“山农205”小麦和“元子二号、桂花球、北京粳稻”等水稻品种试种。

1958年

△4月中旬，县科学普及协会首届代表大会召开，内设农业学组。

△是年县园艺场建立。

△9月县初级农校、初级茶校创办。祁门县初级农业学校，校址在县西石门桥村。祁门县初级茶业

学校，由县委农工部创办，校址在城内左横街下英殿(今县幼儿园北侧)。

△是年，全县创办民办农业中学26所，学生半耕半读，翌年大部停办，仅剩历口、闪里、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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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牌4所，学生共58人，至1960年亦同时停办。

△是年“大跃进”开始，全县农村全部合并为城关、红旗、历口、闪里、祁红五个政社合一的人民

公社(俗称大公社)，其特点是“一大二公”，“三统”(统一计划、统一收支、统一分配)，“三化”(组织

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五调(骨干、劳力、土地、物资、粮食大调拨)搞大兵团作战。农

村出现“五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高指标风、浮夸风)，城乡大办食堂，吃大锅饭。

△开始种植棉花，当年收获面积850亩，总产21．25吨，亩产25公斤。

△病虫害防治贯彻“土洋结合”大搞土农药生产，全县建立土农药厂223个，生产土农药215434

公斤，如“大叶柳灰液”，“一六杀虫剂”等。

△ 县人委同意畜牧场在西武岭建羊场和饲料加工厂，县投资7925元。

1959年

A 2月～4月 全县开展第一次土壤普查工作。

A 4月18日 国务院批准撤销黟县，其行政区划入本县。
A 4月27日 原石埭县安凌人民公社划入本县。

△是年县农机局成立。

△是年农业生产方针为“少种、高产、多收”。在畜牧上提出要多养山羊和绵羊。

△5月 成立祁门县种子管理站。种子管理等工作，由粮食部门转为农业部门，其收购、销售、调

运仍由粮食部门代办。

△是年全县生产土化肥2921688担(146084．4吨)。

△城关公社成立蔬菜场，抽出189亩土地，内设两个专业队，固定138人，并配备专职干部，负责

组织蔬菜生产。

1960年

△ 当年粮食紧张，群众以野菜充饥，患浮肿病者遍及四乡，人口大量外流，仅历口、闪里、双平三

区，外流人口达3328人。

△是年统计。全县农业技干共32人，其中农学19人．植保1人、果树蔬菜2人，蚕桑1人、畜牧

5人、兽医3人、中兽医1人。从文化程度分，高等1人、中等21人、初等10人。

1961年

△3月 开始纠正“五风”，解散农村食堂，向社员进行经济退赔，农业生产推行包产到队，定产

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简称责任田)

A 4月5日 国务院批准恢复黟县建制、祁黟分治。

△ 10月5日 城关、红旗、历口、闪里、祁红、安凌6个人民公社改区(红旗改金字牌区、祁红

改双平区)原25个管理区为25个人民公社。

△10月 撤销农机局、农机工作交工业交通局负责。

△是年共引进粮食作物种子177569公斤，经济作物种子351公斤，蔬菜19个品种，26190公斤。

本县选留粮食作物种子970161公斤，油料作物种子225公斤。

△ i2月 安凌区农业技术服务站建立，编制3人，并恢复城关、金字牌、双平、历口、闪里区农

技服务站(将推广站改称服务站)，各区农技站人员包括农、林、水技干。

△ 是年县茶业局成立，负责全县茶叶生产、加工、销售和统计等项工作。

1962年

△3月 贯彻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的决议>农村开始改正责任田。

△撤销茶叶局，业务和人员并归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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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管理工作改由县农业局承担。

△春县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简称农科所)地址在四洲湾，有职工20人，耕地192亩，后因未

落实资金来源而撤销。

△7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公社财务工作由财政部门移交给农业部门管理，农业上配备会计辅导

员。

△11月 祁门县种子管理站改称县种子站。

1963年

△4月 按省委决定，县人民公社干部学校从党校分开，归农业部门管理。

△5月 县农作物预测预报站成立，专干1人。

△7月 为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各区成立防治病虫指挥所，公社成立防治病虫害指导委员会(或指

挥领导组)。
A 9月 全县开展了危险性病虫调查工作。

△10月 全县进行蜂群普查，全县共有土蜂2167箱，没有意蜂。
△ 10月 凫溪口茶场从休宁县划归我县农业部门管理。
△ 我县农业系统有闪里叶家大队总支书记汪荣兴，城关黎明大队总支书记郑汉斗等7人分别出席华

东和省群英会。

△11月15日至20日 全县召开阉割员和民间兽医会议，整顿恢复了畜牧兽医工作者协会。

1964年

A 1月 全县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

△5月 省农垦厅通知将地方国营祁门县茶场改称为地方国营祁门县七里桥茶场。
A 6月 省农业厅通知，各区农业技术服务站一律改称农业技术推广站．我县6个区站名称均作变

动。 一

△是年县水利局合并到县农业局。 ：．

△9月 历口率先成立兽医联合诊疗所，其后其它各区也先后建立集体性质兽医联合诊疗所。

△10月 祁门县农业技术学校创办，校址设在城北(今祁门一中)，1968年停办。
△ 11月 祁门县茶叶研究所创办祁门县茶业学校，1968年撤销。

△在省农科院引进晚粳“农垦58号”40公斤试种。

1965年

△3月 聘请两名广东农民辅导员在莲花社景队进行水稻良种“珍珠矮”高产示范。

△5月 县局确定刘浩真(植保站)，汪友生(种子站)，燕绍佩(园艺场)为兼职植物检疫员。

△县创办渚1：I农业中学，凫峰茶业中学(在原凫溪I：1试验茶场的基础上建立)。
A 9月 成立祁门县水稻原种场，是经省农业厅批准，由原畜牧场改建的，后改为良种繁殖场。

△是年农作物病虫害严重，水稻虫害面积45573亩，占水稻面积的38．9％，防治面积13095亩；

茶树害虫发生面积27000亩，占可采茶园的40％，防治21000亩，占发生面积的72％。

1966年

△推广水稻薄膜育种技术。

△县选派6名茶农支援广西、陕西发展茶叶生产。

△5月，从六安引进生长期短、耐旱的“火燥子”玉米种一万多公斤。

1967年

△3月 聘请浙江黄岩县辅导员在榨坞大队庄坑口队建立红萍绿肥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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