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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县农业志》是根据县委，县政府的统一布置，按照中央，省有关修志的精神

和指示，在农业局党组领导下，在县志办的指导下进行的。

我县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气候温和，农作物种类繁多，栽培历史悠久．据目前灸

们掌握的文字资料记载，早在蜀汉时我县就已栽桑养蚕．唐朝时柑桔则已作为贡品送往

长安，明，清已广泛种植棉，烟，蔗、花生等经济作物。

在旧中国，不仅科学技术十分落后，而且经常遭受灾害和兵祸的袭击，加上地主对

农民政治上的压迫及经济上的剥削，农业生产发展极其缓慢。但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广大

农民群众在险恶的环境下，发扬了我国人民特有的开拓精神，对耕作制度、栽培技术、

品种改良以及水土保持各个方面作了不少创新和改进，为后代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科学

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经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

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一系列运动，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农业技术推广也十分迅速．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政

策，广大农民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进入了有史以来对科学技术要求最热烈的时

期．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农业行政机构和技术推广体系也按照专业化、企业化，现代

化的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发展成为今天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农业生产指导机关．这就为农

业科技工作者创造了发挥聪明才智，报效四化建设的大好时机，农业科技推广成果如春

笋般地涌现出来。因此，编写简阳县农业志．继承和发扬我国历来就有的修志传统，较

为系统地整理、记录我县自19l 1年以来，尤其是建国三十五年来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

术发展的光辉历程，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重任，更是当今治国盛世，两个文

明建设的必然产物．

1984年6月，在农业局党组和局领导的亲切关怀和亲自主持下，成立了。农业志办

公室。，抽调杨显国．林树明．汤振、汪红．谢和东五人专事编写，并聘请吴洽义为顾

问．农业局各司，场，站、股也确定了专人采集，整理有关资料。

农业志编写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制定编写计划，拟出编写纲目，收集资料．从1984年6月至1985年

5月，先后下内江，上成都，奔雅安，历时近一年．从省档案馆、省图书馆、内江地区

(今内江市)档案馆、县档案馆、县图书馆．农业局档案室摘抄资料共1800份，计105．2

万余字I记录老一辈领导干部．科技工作者，爱国民主人士．农业模范，老农的口述资

料223份。计83，400余字．

第二阶段，按机构沿革．政治．农技、种子，植保、土肥，多经，果树．蚕桑，农

业经挤，农场管理等专题分别整理材料．形成文字，总计约284000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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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在专题材料的基础上．由农业志办公室统一编修成志．1985年7月完成

初稿，送农业局党组及有关部门审阅。1985年lo月，邀请部份曾在农业局工作过的领导

和现任各司场站股的负责人座谈。征求对初稿的修改意见，对史实和数据反复进行了核

实．1985年12月完成第二稿，以后又经过几次小的改动．予1686年1月送县志办审批定

稿．全书分1l篇(未算附录)，40章134节，约16余字，图表97张．照片29祯。

但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疏漏、错误恐难避免．敬请阅读、关心本书的人士提出

批评指正． ’’、

我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曾在农业局负责的领导同志和曾兆姜、杨诞孚、戢

树成等人士以及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协助，在此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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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阳县农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如实地反映我县农村阶级斗争，一．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情况，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

。．。二、本志的原则是坚定地着眼于社会主义的现实，对民国时期

的资料尊重史实，批判继承．去粗取精，去伪存宾。 ．

三、．本志的宗旨是从实际出发，突出本部门特点，为农业现代

化服务，有益于后代。 ．，，

四、本志上限为l 911年(个别地方上伸)，下限为1984年·
’’

．·，五，本志所列民国时期入口、面积、产量，资料来源于省档案

馆；建国后的人口，面积、产量、产值，资料来源于县会计服务公

司·

六、民国时期的计量单位有石，斗、升、斤(担)，本志在采用

时一律换算为市斤。 。 ：

：． 七、因民国时期的资料不全，故大事记从建国后的1950年写

起：
j

‘

’，八、建国以来，农、林，牧、水机构时分时合，各时期所管业

务也不相同，·因此本志内容仅限于农业种植业部份，其它部份有关

单位亦各有专志．

·．5·．



概 述

在我县历史上，农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我县土地辽阀，人民勤劳，气

候良好，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作物种类众多．粮食作物有

水稻、小麦、南麦、玉米、红苕，豌豆、葫豆、大麦；经济作物有棉花、甘蔗．花生．

烤烟。油菜，芝麻、高粮，民国时期还种植罂粟；水果有梨苹、桃，李．杏，柑桔、鲁

萄、柠檬；小宗经济作物有生姜、海椒，蕃茄，茉莉花等；此外，蚕桑．中药材也有一

定种植。主要作物产量也较可观，尤其是近几年提高更快，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达

12．99亿斤，亩产1129斤，人平占有粮食1059斤，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3465．6万斤．其

中，水稻44万亩，亩产近千斤，总产44295万斤；小麦59万亩，亩产577斤，总产34086万斤．

棉花34万亩，亩产117斤，总产4039万斤；油菜25万亩．亩产272斤，总产5738万斤．水

果总产为1940万斤．无论面积或产量，在内江地区，乃至在全省都是少有的．

农业经济是我县的一大优势。据旧志记载，清朝和民国时期我县的丝、帛，糖、

烟、果就已运销成都、内江、泸州、重庆等地，弥补了经济之不足。建国后更有进一步

的发展，其中以棉花居首位，是全省二十个主要产棉县之一，面积为全省之冠，产量

约占全省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其次油菜种植面积也是全省最大的：县份之一．年总产

5000一7000万斤；再次为甘蔗，亩产多年稳定在四吨以上．柑桔也是全省主产基地县
之一．现已定植六百余万株，估计1990年前年产量可达亿斤以上．畜牧生产也有较好基

础，是全国山羊生产基地之一，并正在建成全国瘦肉型猪肉基地。我县水域辽阔，可以

充分发展水产养殖业，1983年产成鱼三百万斤，1984年达五百万斤左右．小宗经济作静

也颇负盛名，海椒是涪陵榨菜的主要佐料，蕃茄为成都罐头厂的主要基地，红花色泽鲜

艳，驰名省内外并出口日本和东南亚．1984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为5．8亿元．占工农业总

产值的一半以上．农民人平收入八百多元． 1．：

尽管我县有着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但在旧中国，政府对农业并不重视，清末

以前二直没有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和组织。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辛亥革命前夜，迫

于人民的强烈呼声，才于学务局内附设农务局．这种有名无实的机构。对农业生产当螺

起不到多少有益的作用．民国时期，虽然先后有农会．实业所，实业局、建设局，建设

科等管理农业的机构和组织．还有农业推广所、试验农场推广农业技术．但机构简陋，

人员寥寥，设备残破．经济窘迫，加之绝大部份土地又在地主豪绅手中，广大农民政治

上受着种种压迫和束缚，经济上承受着强大的负担，因之成效甚徽．

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农业才真正受到重视．党和政府所制定的一系辩有关农亚

的方针政策对生产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对农民的普遍扶持和帮助，对科学技术的普及

应用，对科技人员的无比关心和爱护．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望尘莫及的．在农业管

理机构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建设方面，其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设备之齐全，服务镘

·a·



城之广泛．更是旧中国所无法比拟的．

建国三十五年来，在农业战线上，不论是阳光灿烂，还是黑云压顶，广大农业科技

人员和农民技术员，怀着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

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对农业现代化的献身精神，始终战斗在第一线。长期与农民同

甘普，共命运，用辛勤的汗水和先进的技术夺得了一个又一个丰收。特别是他们中的不

少同志，不仅能正确对待那些不公正的种种压力，更用埋头苦干的求实精神创造了越来

越多的推广成果。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那些曾经在各个历史时期，在不同的作物上创高产．攻难关的农业劳模和英雄们．

戳及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而作出卓越贡献的专业户．科技示范户，人民尊敬他们．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在我县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学技术充分显示了它

作为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

首先是种子更新。在农业发展的进程中．每次种子的更新，都为产量带来飞跃的发

晨和深刻的变化。五十年代我县推广南大2419，成都光头、山农二。五，矮立多小麦．

胄产由建国初期的85斤提高到165斤，增产近一倍，六十年代推广阿波小麦．亩产提高

到240多斤l七十年代推广阿l 35，亩产又提高到300多斤；八十年代推广绵阳“号，亩

产飞跃上升到570斤．．如果说小麦产量的提高还只是一个序幕，那么水稻产置的腾飞就

是压轴戏了．建国初期我县水稻亩产只不过294斤，要上千斤，不但我们的前人想都没

有想过．即使我们这一代人也不知奋斗了多少年．但在种植常规稻的年代那只是一个幻

想．自从杂交稻出现之后，随着育秧技术和栽培技术的改革，只用短短六年时间就实现

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改进．七十年代以前我县栽培技术还只是在旧的圈子里搞修修补

朴．无论是棉花的方格育苗、四尺开厢，还是水稻的新式秧田，温室无土育秧，乃至红

蓉的改良害、高温大屋窖等等，虽然在当时条件下也起到了一定的增产作用，但费时花

工多，经济效益低。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地膜育苗和地膜栽培．植物生长素这些先进的

技术一经推广，就立即显示了它强大的增产效果，被认为是一次重大的革新。化学肥料

在建国前更是一张空白，建国后从五十年代初推广硫酸诬、磷矿粉、过磷酸钙，到六十

年代推广硝酸铵，氨水、菌肥，七十年代推广尿素，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推广微肥、复合

肥和配方施肥，它不但表明了我国肥料工业的迅速成长，壮大，也表明了科学种田水平

的日益提高。建国后两次大规模的农业资源调查和土壤普查，不但理清了我县农业的历

史和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阐明了我县农业生产发展方向和主要措施，

为建设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科学资料．

第三是植保测报和防治工作的普遍开展．我县植保测报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

到六十年代已形成初具规模的测报网了。这一工作的深入开展．使植保部门得以系统掌

握全县主要作物病虫害发生发展规律及危害动态．从而为采取正确的防治措施，合理调

配农药，全面保护天敌提供了可靠依据．假使把测报作为歼灭病虫的浈察哨，那么防治

的成败主要看植保队伍的组织，药械使用的程度如何了．关于这方面的成绩，读者可以

从本志第七篇中详细了解，不再赘述了．

当然，建国以来我们在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方面远不止此，比如果树育苗．稼

·7·



接，栽培技术的改良，蚕桑栽培、饲养管理技术的改良．以及其他技术的改革与更新：：

还有农业经营管理的改善．总之，新中国的农业是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

立，发展起来的，成绩是显著的。但要把农业真正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的先进水平，则

需要经过几代人的顽强拼搏，我们这一代人只不过作了一点添砖加瓦的工作罢了．
。。

7． 三十多年农业生产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在旧中

国，许多农业科技工作者也曾经幻想把农业搞上去．使农民摆脱贫困的境地，并为此付

出了心血．但他们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丝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其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

正确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才能充分地发挥农民的

积极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自然优势，农业科技工作者也才能热情奔放地施展自己的

聪明才智，把美好的理想变为强大的现实．

在。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日子里，农业生产也曾经遭受过挫折，给人民的生活带

来极大的困难。但那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而已。党领导人民迅速战胜了困难，并从挫折

中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在经过几番艰辛努力之后，终于开创了今天国泰民安、欣欣向荣的

新局面．很显然，这种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过．甚至更为严重的挫折，在我们的

新志书中没有大书的必要．
‘。

当我们在完成本志编修任务的时候，党又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制定了一系列亮

针政策。我们相信，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和农业

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仅一定能够实现，而且可以提前实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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