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农牧志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农牧志
自}蕊，∥。

≮多
气管铲

四JII民族出版社



编审人员

．’

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柯文正 ‘
。

副组长魏存龙李云海

编写人员

主编魏存龙

副主编李崇隆

编辑周里元王庭辉张业海

赵盛才金攀生杨泰林
初 审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县志办公室

宋自华

终 审 云南省志编委地州市县志指导室

宋永平吴於松

摄影李荣辉李云海柯文正

杨晓国

缮写杨 杰
金攀生

蔡正银白云忠



现任中共元江县委书记墨词



现任元江县人民政府县长题词

圣娃丁元：鼻1

1II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现任元江县人民政府主管农牧业倒县长题谒

业生立／一寄夤舂窦贩济球面贞

伊凶

儿九◆l幺了l
A



本书编纂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柯文正、魏稃龙，李崇隆、赵盛才。王庭辉

后排左起：金攀生、杨泰林、张业海．周里元．李云海



元江在场早稻丰产田验收

元江香薛



元江特产水果甘蔫

元江河爸椰子



111．,● ㈣
哀牢山白族村沙浦早地麦

_

J 融幽糊

＆名迟迩的元江风洞桔子 邓耳桔



麻子寨杂交水稻一栽三收现场验收

【f‘l‘。}rll‘’【『’LPr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收割机培U(

养猪专业户关礼文在给肥猪喂食







峰

》
“。‘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农牧志》，干1989年由元江县农

牧局局务会议决定编纂，并以元农牧字(1989)5号文件备案，组

成了编纂领导小组；确定总编和编辑，正式开展工作。从草稿、．打．

印稿到定稿经过了三个冬春的艰苦奋战和辛勤笔耕，几易其稿，现

在，正式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I ’h

付印前，我受编纂小组委托写个序。我想作为小组的主要成

员，义不容辞，便以我自己的感想和心得，对此书的内容作个粗

略的介绍，t同时品评一下它的地位、。功能和作用，1以此浅见聊作

序言。 。． ．．；’，
J’2， ～·， !

。

三年来，由于局务缠身，我虽然不能亲自参与执笔编写志』撂，

但对于一切编纂事宜，仍不时过问，并利用忙中余暇通读了全都

志稿，“针对各章节记述内容，字斟旬酌地进行了琢磨。发觉不当

之处，：即与编纂人员交换意见，共同商榷，加以修改和订正．所

以，我觉得它在内容上虽不能面面俱到，包罗无遗，．但在材料的

应用方面，基本上做到了严谨、缜密、细致，能经受查考和检验。

可以说，本志的编纂是比较成功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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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农牧志》的出版问世，不仅是元

江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创举；也是元江民族文化、社会科学建设方

面的一项新突破。’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t．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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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纂元江农牧志，突出了专业特点。我们知道，在元江

历史上共刊印了‘元江府志>、．：元江州志》、《元江志稿>等地方

志书。由于修志者带着浓厚的“重人文轻．经济”的思想，旧志中

以农牧业内容为主体的专篇或专章可以说是空白．即使有些支离

破碎的记载，也都囿于有头无尾、有始无终的格局。读者面对那

些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记载，往往莫衷一是。本世纪五十

至八十年代，大批外籍和本籍的农牧业科技工作者，扎根元江。他、

(她)们出于憧憬这片热土的思想感情；基于科技兴农以振兴元江

民族经济的宏大抱负f发表过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科技论文、调

查报告、经验总结等单篇文章，散见于报刊杂志或储存于档案袋

中，没有汇集成卷。一这些单篇著作，一般只从元江农牧业的某个

侧面或某个角度论述、，反映了某个时期的状况，是局限于一定时

期和一定范畴的片断史，缺乏纵向联系的专业史志特点。新纂元

江农牧志，不仅占有大量的材料，包含了元江农牧业领域的基本

情况、主要内容；而且在篇目结构和编纂形式上横排门类、纵贯

古今；资料的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都较强．开卷阅读，元江

农情的历史与现状便摄入眼底。可以说，元江农牧志的出版，开

创了元江农业史志编纂的先河，它是一部便于读者检索、应用，尤

其利于领导参考、进行决策的案头工具书。 ：
’

鑫7——新纂元江农牧志，展现了时代精神。本志尽可能地运用

广征博采到的翔实可靠资料，承上启下地把元江农牧业领域的基

本情况有机地联系起来记述．并以各个历史时期的材料数据为依

托．r述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之中．既可使读者对元江农情的发

展趋势一目了然。又可让读者从昔今对比中看到元江农业的兴衰

隆替。尤为可贵的是t新纂元江农牧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运

甩了较大篇幅，从点到面，热情讴歌了元江农情的发展现状．从

1949—1990年的41年问，元江农业经济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

是任何人都能感受到的。短短41年，在元江历史上不过弹指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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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然而随着土地制度、生产关系的变革，元江农牧业管理、科

研机构等相继建立充实，县境内出现了4个集约化生产的国营农

场。农田水利灌溉网络渐臻完善，农业生产结构、品种、植保、农

机、兽医等科研课题和技术改造项目硕果累累，效益显著。蜚声

国内外的农业专家程侃声、袁隆平、丁颖等先生也在县内进行了

数项研究、多点试验。随着工作加强和投入增多，元江农业面貌

大大改观。1987—1991年，全县粮食生产连续五年获得了特大丰

收。元江民族经济已由自给半自给的单一农业经济模式向着以农

业为基础，以农业促轻工，以轻工积累资金，以反馈于工农业再

生产的良性循环机制转化⋯⋯所有这些，充分表明了元江农业经

济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方兴未艾，发展的道路越来越宽广。

本志还以比较具体的具有直观感觉的图片，突出地展现了时代的

风貌，引人入胜。这对于鼓舞今人，激励后世，建设家乡，将具

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基于上述的认识和体会，我认为，在现阶段编纂一部农牧志，

等于进行了一项农牧科研课题或学术研讨项目，顺应了时代前进

的步伐，是比较及时和完全必要的。“世界上只有文物不死”，我

深信‘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农牧志》作为自治县的第一部

系统反映农情的专业志书，其功德无量1 ．

， 在此，谨代表元江县农牧局和农牧志编纂领导小组，向所有

为本书的出版予以关怀重视、大力支持的各级党政领导，方志界

专家学者、修志同仁致以诚挚的敬意和由衷的谢忱。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会嚣三&耋釜是星茎柯文正
，、 一九九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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