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山县农业志

名山县农业局

二OO三年八月



名山县农业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谢先华

副组长 季思良黄文林杨延凯

成 员 郭永林郑天华 魏朝华 季思义戎 彪

林静徐晓辉 李忠伦张朝松柯昌明

杨万辉 韦国建代先贵 张朝举王忠均

主 编

副主编

资 料

摄

主

审

打

校

影

审

定

印

对

名山县农业志编辑室人员

芦琴穗

季恩良

芦苯穗

魏成明

李忠伦

徐代良

韩兴贵

廖代鹏

戎 彪

戎 彪

王加富

郭永林

张明桂

宋 兵

魏朝华

樊显云

晏良辅

张显仲

林静

林静

周素先

i春

张朝举

李德平

陈代忠

陈健云

郭永林

罗永清

名山县志办公室

李强林静郭永林

林静苟永霞郭永林

林祖胜

李玲

杨兴辉

王怀德

刘青松

刘永璋

卢小松

刘光福

曾守鲁

周幸黎

孙凤琼

邓朝臣

马步祥

舒国本

徐晓辉

徐晓辉



名山县农业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谢先华

副组长 季思良黄文林杨延凯

成 员 郭永林郑天华 魏朝华 季思义戎 彪

林静徐晓辉 李忠伦张朝松柯昌明

杨万辉 韦国建代先贵 张朝举王忠均

主 编

副主编

资 料

摄

主

审

打

校

影

审

定

印

对

名山县农业志编辑室人员

芦琴穗

季恩良

芦苯穗

魏成明

李忠伦

徐代良

韩兴贵

廖代鹏

戎 彪

戎 彪

王加富

郭永林

张明桂

宋 兵

魏朝华

樊显云

晏良辅

张显仲

林静

林静

周素先

i春

张朝举

李德平

陈代忠

陈健云

郭永林

罗永清

名山县志办公室

李强林静郭永林

林静苟永霞郭永林

林祖胜

李玲

杨兴辉

王怀德

刘青松

刘永璋

卢小松

刘光福

曾守鲁

周幸黎

孙凤琼

邓朝臣

马步祥

舒国本

徐晓辉

徐晓辉



各站、股、室负责人 局属‘场一州负责人

本《志》主编1988年秋公派外援贝宁m【_f4前县委四

大班子、地农局党组、农口部门丰要领导欢送时留影

一

凹

川

省
名
山

茶
树
良
利-
场

一——

茶蒙
、⋯

鼍粜
术、

11消
雕【ll

群刹

一

名
茶

腱
甜lj

区

一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田

坎

米

；带状种植

改造F湿田卜程

一抛秧

一川中农业综合开发蝗工石碑

一免耕栽秧

一名丰二号^沁oo四×∽37『)杂交玉米



T

一
——

把
企

茶
园

古茶马司

遗址碑文f

蒙山荼原产地域f5|}护和
幽家无公害茶I叶基地县



翻罐烈

名山早良种茶树l

'————-—’1

、‘～

，

≤ ≮
卜、

I．．．．．．．．．．．。．．．．．．．．．．．．．．．．．．．．．．．．．．．．．．．一
蒙顶名荼香飘四海

国内外获奖近百个

墨遂匕二黑k e一8m-_■柏姚I．_』



序

序

编史修志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千百年来，绵延不衰o《名山县

志》(光绪版)、《名山县新志》(民国版)、新修《名山县志》(1992年版)，对

农业进行了周详的记述，为我们保留了许多有益的资料，起到了传承文

明，开拓创新的作用。编写部门志和专业志，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善举。我局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于2002年4月，成

立编写《名山县农业志》领导小组，并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1986——2000年，是我县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农业正步入产

业化，广大农业科技人员，正在攀登科学技术前沿。先进入物辈出，不

乏动人事例。为了使部门志的编写不致中断，浩瀚的文字资料得以保

存，起到鉴往知今，以励来者的效果。贯彻精品意识，提高续志质量，把

《名山县农业志》编成一本“资治、存史、教化”的传世之作，服务当今，以

利未来，成为广大职工案头必备的资料书，刻不容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以志为鉴，可彰因果。

古云：“知昔日始可喻来者，观已事所以察未然”o奉献给大家的这本

书，是全局上下团结合作的结晶，有识之士，齐心协力的硕果。愿广大

农业技术干部，辛勤耕耘的农民朋友，谨遵江泽民主席“与时俱进”的教

导，在中共名山县委、名山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鼎新革故，锐意进取，

为推进农业现代化，振兴名山经济，共建伟业，再创辉煌。在波澜壮阔

的时代潮流中，携手共勉，无愧于后人。

谢先华

二oO二年十月



凡例

凡 例

一、《名山县农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

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

代化科学技术，全面真实地反映名山县农业科技推广、教育、服务和生

产现状。

二、时限，上自1986年，下至2000年。有些事件和资料，叙述前后

有廷伸，保持连续性，补前志之缺。

三、全志由卷首、专志、卷尾组成。卷首大事记，依时间顺序排列，

直述事件始末；专志横排竖写，按类记述；卷尾设附录、编后。

四、专志按系统分章，以组成结构分节，节下分目、条，某些部分设

有附录，以补、证内容之时效和遗漏。全志共15章，约35万字。

五、本志使用语体文、记述体，以记为主，图、表并重。文字、标点、

数字、科技术语使用按国家规定。部分民谚、称谓按时俗记；一些产品

品牌、植物名称后加括号。

六、会议、机构、文件、报告、论文、资料等名称和标题，首次运用时

记全称，后用简称或加引号显示。

七、入志材料中的数据以法定统计为准，但不少是依试验报告、研

究论文、工作总结、调查访问口碑或内插法加权综合所得。

八、前志，指1988年12月，名山县农业局编印之四川省名山县《农

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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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名山县位于四川省中西部，川西平原西南边缘。地处东径103002’．103。23’，北

纬29058 7～30。167。东临蒲江，西靠雅安，南接洪雅、丹棱，北壤邛崃。幅员面积

614．27平方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丘陵平缓起伏。境内有蒙山、莲花山与总

岗山对峙。中部有一分水岭地带，河流属岷江流域大渡河水系区，多源本境，存水

段少，不通舟楫，但有灌溉之利。百丈河、联江河入蒲江县境，朱场河注邛崃小南

河，名山河、延镇河汇合后，流入雅安青衣江。

天然河流及主要支流20余条，总长132公里。有山平塘585口、水库25座，玉

溪河引水工程在境内的引水总长125公里，使全县农耕地灌面达85％，控灌农田达

95％以上。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

县境最高点为蒙顶山顶，海拔1440米；最低点红岩乡小河子，海拔557米，相对

高差883米。其中，海拔650米以下的缓丘平坝占幅度面积的22．1％；650～850米

的台状丘陵占64．2％，海拔850米以上的低山占13．7％。属中纬度内陆亚热带湿

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无霜期长，四季宜耕。年均

气温15．5℃，最热月7月累年平均气温24．5℃；最冷为1月，累平气温5．3℃。大于

或等于10℃稳定通过天数241天，积温4772．5℃。年均降水1512．8毫米。其中夏

季占全年的72％，雨线自东向西递增，蒙山高达2125．4毫米，俗称“西蜀天漏”之地。

年均无霜期为298天，基本无全局性重大自然灾害，农垦历史悠久，盛产大米，除保

证军需民用外，还大量向外输出。

土壤有水稻土、冲积土、紫色土、黄壤和红壤5个土类，9个亚类，18个土属，47

个土种，139个变种。黄壤、红壤为典型地带土壤，“粘、酸、湿”是其主要特点。土壤

质地，壤土占81．31％，粘土占13．68％，砂土占2．92％，砾质土占2．09％。土壤酸性

和微酸性的占70．61％，中性占18．53％，微碱性占10．86％。按肥力特点和作物产

量综合评定土壤生产力：一级田占16．2％、土占17．8％；二级田占65．8％、土占

35．1％；三级田占16．5％、土占30．4％，四级田占1．5％、土占16．5％；五级田为零、

土占O．2％。即二级及其以下者，属中低产田土。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小麦

和杂粮。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茶叶、柑桔、蚕桑等。蔬菜种类繁多，四季常青，不

分淡、旺。花卉产业方兴未艾，前景喜人。

名山县在四川经济地理区划中，既属成都经济圈的一部分，接受盆地内发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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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辐射，又处于欠发达地区的前缘。但是，土地资源利用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上

的严重滞后，自给型的农业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

2000年，全县辖9镇1l乡。192个村，1244个社，68545农户。农业人口232074

人，劳动力1350cr7人。耕地389305．7亩，占幅员面积的42．25％，农村人均1．68亩、

劳平2．88亩。园地62596．8亩，占7．09％。其中：果园、桑园、茶园分别占2．45％、

O．27％和4．37％。林地193716．3亩，占21．02％。牧草地773．4亩，占O．08％o居民

点及工矿用地88671．1亩，占9．63％。交通用地14493．2亩，占1．57％。水域

39523．9亩，占4．29％。未利用土地129624．2亩，占14．Cr7％，其中，田坎114796．6

亩，占12．45％。总体而言，农用耕地、林地和非农业用地的大致比例为58：27：15。

全年，总产粮食141790吨，农业人口平均611公斤、劳平生产1050公斤；油菜籽

7409吨，人平32公斤、劳平55公斤。茶叶6208吨，其中；细茶3458吨、名优茶1104

吨、粗茶1646吨。水果8150吨，其中：柑桔6025吨、弥猴桃80吨、其它2045吨。西

瓜15810吨。蔬菜94500吨，其中：商品菜63000吨。

1986～2000年，是名山农业飞速发展的15年。水稻、玉米、油菜杂种优势利用

普及率分别达92％、100％和65％；无性系良种茶面积占总茶园面积人的42％，为全

国之首。蒙顶名茶系列产品多次荣获国际、国内大奖和名优产品称号。农业科技

教育趋于普及，新技术成果推广运用大步向前。继第二轮土地续包再延长三十年

不变后，农村各项政策日臻完善、稳定。实行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加大了对农

业投入，促进农业进一步发展。2000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

1884元，是1990年的3．9倍。

蒙顶山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世界人工栽茶最早的地方，得天独厚的蒙山茶原产

地域保护，获得国家批准，蒙山茶叶国家标准的制定，全国无公害茶叶基地县建设，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茶为本，以有机茶业产业化为龙头，发展名山农业经济目标已

定，基础牢固，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轨，把名山建成农业强县，全国产茶大

县，光辉前景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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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

一月八日，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雅安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名山县科学技

术委员会联合组织有关专家、领导20余人，对《名山县双河茶场大面积高产优质技

术试验研究》进行技术鉴定和验收。课题：133亩茶园历经五年的改造，亩产由原来

的38公斤提高到154．5公斤。

一月二十三日，种子公司牟泽香获得首批《四川省农作物种子检验员证书》。

三月二十六日，名山县茶叶科学研究所成立。杨天炯任所长，严仕昭任副所

长。

本月，由杨天炯组稿《雅安地区企业标准(蒙山春露)》，经四川省雅安地区标准

局批准，编号川Q／雅123—86实施。

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一日，《雅安地区垄稻沟鱼培训会》在名山县第二招待所举

行，地区及各县(市)农委主任、农业局及有关乡、村、社代表256人参加。

四月上旬，雅安地区农业局副局长李崇云带领植保站夏奠文、农技站朱再伦、

周明镜一行四人驻点茅河乡，重点研究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水稻新品种示范

与大面积高产配套技术。周明镜挂职任红岩乡乡长助理。

五月上旬，四川农科院植保所副研究员林开仁、雅安地区植保站农艺师陆秀海

和名山县农业局植保站人员共同在百丈朱坝村设置水稻稻瘟病观察鉴定圃，种植

水稻品种三百多个。

五月十九日，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张仁绥、讲师田彦华带领加拿大和孟拉加国

留学生各一名考察学习城南、城西、新店、百丈、红星等乡镇的杂交玉米制种、家庭

养蚕、半旱式垄稻沟鱼、作坊榨油、下湿田土壤营养障碍等。

本月，县农科从外地引进的19个啤酒大麦品种试种收获，亩产量超过小麦对

照品种绵|；fj ll号的有328、京新1号、甘木二棱和盐725l。

六月十二日，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名山分校第一届农学专业学员魏朝华、季思

义、陈风明、梁冰历经四年的学习去雅安地区分校参加毕业典礼，接受校长刘锡庚

颁发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证书。

六月二十三日，名山县正式列入四川省(首批21个)商品粮基地县，拨款5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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