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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盛世编志，继往开来o《丹阳市农林志》翔实地编沿了丹阳农业发展的

脉息，地方特色鲜明，具有时代特色。这部志书的面世，必将发挥“资治、

教化、存史”的功能。

丹阳农业历史悠久。早在6000年前，丹阳先民就在此聚居开发，繁衍
生息，开创农林文明。至唐、宋代，已是沃田遍野，物产富饶，村舍相连，

是朝廷“贡品’’香糯产地。明、清时期，丰产粮油、蚕茧，是享誉江南的

“鱼米之乡”、“蚕茧之乡”。近代，丝绸、纺织、粮油加工业相当发达，农业
贸易繁盛o

新中国成立后，丹阳大兴水利，整治土地，科教兴农，绿化造林，农林

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丹阳人民坚
持改革开放，不断开拓创新，大力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切实加强科教兴农，

着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全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o 2004年，农村经济总收入、农业产值分别为31．4亿元、

20．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177元，“三资”开发农业投资总额达6亿
元。如今的丹阳，农业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生活

水平全面提高，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为全国首批进入小康县(市)之
一。这一切成就，均令人欢欣。

承先启后，开拓未来。愿我们共同“以史为鉴”，为发展现代农业、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更大贡献，创造出更为辉煌的业绩。

江苏省农林厅厅长 刘立仁

2005年12月于南京



序 二

丹阳，是我国古老邑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就农业而言，

农业文化底蕴深厚。早在新石器时代，丹阳先民就开创了稻作文明之先河；

春秋战国时期，太伯、仲雍又从中原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荟萃了中原旱作
农业之精华。

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o新中国成立后，丹阳各级党政部

门领导全市(县)人民，大兴农田水利，大规模进行土地整治、熟制改革和
品种改良，不断进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丹阳农业生产面貌一新，改变了解

放前农业经济长期落后的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丹阳市委、

市政府始终将“三农”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作为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

强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坚持以稳定发展粮油生产为前提，以市场为

导向，以科技为先导，深化农村体制改制，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在实行区域

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以及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均取

得了辉煌成就。今天的丹阳，农业经济发达，广大农村欣欣向荣，农民生活

日益提高，已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市)、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市)、

全国水产生产先进县(市)、全国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又是在全国首批进

入“小康”的县(市_)之一。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其所载的千年历史演变，

兴衰起伏，曲折跌宕，可使我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编修地方志又是

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丹阳市农林局编修的这部《丹阳市农林志》，实是承

先启后、惠及子孙后代的大事。这部志书的修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

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昨天，认识今天，对丹阳农林业继往
开来、加速推进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借此机会，我谨向对这部志书的编修作出贡献的丹阳市农林局及其采

编、修志人员表示敬意，并特撰此文，爰以为序。

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学东

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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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丹阳市农林志》的编纂出版，是我们向社会奉献的一部重要地方文

献，也是我们农林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殊可庆贺!

丹阳农林业历史悠久，最早可上溯到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中

华民族文明史上，丹阳既是江南稻作文明开拓地，又素以精耕细作而闻名；

既是全国粮油主要产区，又以“蚕桑之乡”而著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丹阳农村经济蒸蒸日上，农、林、牧、渔、园发

展兴旺，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市)，全国平原绿化、义务植树先进县

(市)，全国水产生产先进县(市)，全国农业综合执法先进县(市)，又是江

苏省春蚕生产连续7年居于首位的先进县(市)o

丹阳素为农业大县(市)，农业发展支撑着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丹阳坚决贯彻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指

导方针，不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坚持以发展粮油生产为前提，以市场为

导向，以科技为先导，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农、林、牧、渔、
园多种经营，同时深化农村改革，加强生态农业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

水平。在这个时期，丹阳农林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发展速度是任何历史
时期不可比拟的。

丹阳农林业经历数千年沧桑，道路漫长而曲折，但历史总是向前发展，

事业总是不断向前推进。其功过得失，兴利除弊，在农林志中均已见载于史

端。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新中国成立57周年之际，修成

这部《丹阳市农林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将会给后人

留下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为今人及先辈们对丹阳农林业所作贡献树

立了一座丰碑。古人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o"修成这部鸿

篇巨著绝不是易事，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资料搜集之难、编纂工程之浩繁为

常人所难以想像。市农林局为完成这一系统工程，将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作为一件大事、要事来抓，各方配合，齐抓共管，并受到省市各级领导的极

大关注、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编纂人员在任务重、难度大、时间紧的情况

下，同心协力，夜以继日，精心笔耕，他们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经半年时

间完成2500余万字的资料搜集，以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志稿的编纂，又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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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间完成了志稿修订、出版，修成了仅次于《丹阳县志》的市内大志。我

借此机会，向关心和热情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的省市领导、社会各界，以及付
出一e．／血的编纂人员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丹阳市农林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内容“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o它上溯不
拘，下限至2004年，全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专记、附录五大部分，
专志设12卷、55章、176节。体例完备，篇幅宏大，卷帙浩繁，总字数160

余万字。全志纳丹阳农林业之全情，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翔实记载了丹阳农
林业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反映丹阳农林业兴衰与曲折发展的信史，也是一

部丹阳农林业的百科全书。它定将会对丹阳今后的农林业建设起到“资政、

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我们广大农林系统干部职工必将做到爱志用志，

以史为鉴，开拓进取，为建设丹阳现代化农业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借《丹阳市农林志》编纂出版之际，特撰此文，爰以为序。

丹阳市农林局局长 陈智仁

2005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内容主要是全面反映丹阳市农林业的历史和现状，其中包括江苏省练

湖农场相关内容。

三、本志设农林资源与农业区划、生产关系与农村经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棉

油种植、林业、畜牧业、蚕桑业、园艺业、渔业、教育科技、法制建设、机构团体12

卷，其中以粮棉油种植、林业、畜牧业、蚕桑业、园艺业、渔业及其相关部分为主体内

容。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专记和附录五大部分组成。其中专志一般设卷、

章、节3个层次，目、子目按需设置，并随文设照，力求做到图文并茂。

五、本志内容“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反映历史脉络，反映“农村、农业、农民”

及其时代特色。文字记述上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2004年，大事记延至2005年。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记述内容寓褒贬于叙事之中。体裁为述、记、志、

图、表、录诸体并用，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纪事本末体，做到体例完备、横排

竖写，“横不缺要项、竖不断主线”。

七、志书内容涉及的政权、党派、机构以当时名称记述，不加褒贬词语。被记载的

当事人直书其名，不加称呼。对日军侵占后所扶持的政权机构称之为“日伪”政府。

八、志书行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使用历史纪年，节(目)首次使用时

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凡加注公元年份，省略“公

元”二字，公元前则在年份前加“公元前”三字。农历年、月、日用汉字书写，公元及

民国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写新中国成立前

(后)。内容记述中使用的解放前、后，是以1949年4月23日丹阳解放之日为界。

九、志书中的计量单位，解放前的仍使用习惯说法，不加换算；解放后的除习惯使

用的亩、公里、公斤外，其他的按《国务院关于在我国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

行。志书内使用数字写法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本志取自历史文献、文书档案、专著报刊、调查口碑和农林系统单位提供的资

料，经鉴别核实筛选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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