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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人‘民政府尉县长 趴缈
《临县杞业志》经过全体蝙纂人员的努力，终于与广、大读者

见面了，这是临县人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它以实事求是

的精神，揭示了各个历史时’期临县5}己业发展的真实过程，展现了

临县人民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不屈不挠j的民族气

节，再现了临县农业的丰功伟绩和社会主艾建设时期’的巨大成

就。 《临县农业志》的面世，可喜，可贺!， ．，

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几千。年

来，临县虽然经过一个由林牧业到种植业反复变革的过程，但至

隋唐时期以后，农业的主导地位逐渐被人们硝认识，并确立了·以

农为主、多神经营的战略思想。新中国戍立之后，临县经过互助

组、初级社、走集体化道路以及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围绕农业

生产进行的重大变革，是对农业生产关系的重新配置和组合。直

到农村深化改革的今天，农业仍然是临县人民最主要的生活源

泉，是国民经齐的基础。农业乃宴国之本，致富之源。

《临县捉业志》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

足当代，l略古详今，采用通俗易懂、简明朴实的弦体，收集、汇编了

临县的自然特点，体制演变以及种植业生产的彤成和发展现状，为

各魍领导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历史经验和依据，

)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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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具有传统教育意义的乡’土教材，为关心临县的

同志提供了可靠的资料。该志记事详尽，论理透彻，是一本难得

的珍贵史料，对促进改革，搞话’经济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意义。

农业在高节奏发展，时代型大踏步前进。临县农业虽然取得

历史性成就，但我们的基础比较差，临县捉业还处于开发阶段，

捉民仍二未稳定脱贫，带领枉民述i】、康任重而道远‘．，如何进一步深

化耙村改革，：促进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迈进，为临县禄

业再添灿烂的一笔，仍然是我们今后相当长时期的首要任务，，也

是我作序的殷切期望j’‘‘一，j。+，7‘I：’一 ⋯．．‘

临县农业大有希望f胜利属于临县人民，’．在新的历．史j冬许

下，．．我深信农业生产会t步j个脚印、0一年二个台阶，．--踏着时代

的强音，乘借改革东：风-奔向繁荣富饶的二十一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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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一、。本志的编纂，：必马列主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

的四项基务原则，竖持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 。．。 ．．r

． 二、泰志上限不寺高，下限截至l 9 9 0年底，详今略古．

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临善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了‘

’新中‘国成立后，特另1j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临县农业生产

的巨变和取得的成就。。 ‘，， i

’三、本志的内容包括临县自然地理和大事记。共十三章，．四

十二节。重点记述了．县级的枉业生产活动，对乡、村两级有关的
．

事例略有记述。 j
． j’

t

^

四、本志篇目的确定，以体现时代特点和本县的特点为原·

则，遵循‘‘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的方法，运用记、传、．，图：表

等体裁，结构和层次用章、节、‘目为序排列。 ： ．

’

五、‘夺志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按照“竞事求是”，的原则?进

行了简明扼要的记述，力求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

．

_

六、本志使用的统计数据，主要由县统计局和业务单位，提．

供。计量单位使用。各个历史时期的通用标碓。
‘

．

七、本志中纪年’从、l 19 4 9．年起用公元纪年，历史年代均采

用历代纪年、括号加注公元纪年的方法处理。记数二般使用阿拉

伯数字。’ 7 ’

’‘

：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地、一县档案馆和本局史料以

及经过核实的社会人士口碑。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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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位于晋西北黄皇：高原，吕梁山的、西。北麓⋯地．缝j匕纬

37。35f 52”至3_B“4f 19，，，．东魍?110。29'40∥至11-l。1．8702u之间．。

东部与方山县相邻，西部濒11每黄河i乌陕西省吴堡+：佳县。膈‘洹相

望，南部同离石i柳林县毗连，：北部和兴县接壤。．临县的：疆界轮

廓大致呈心脏夥。整个地形东毒匕高西南低，．呈17／i000的倾斜坡

面；．县境南北长85公里；j：东西宽80公里，一金县总兰地面积为2978

平方公里，．占山西省总土弛面积的1．9％；．．占吕梁牡区总面积的

14．。9％。1999牛第四次冬口普查结果j。全县总冬P发展为496．7,1,8

人，每平方公里平均为1，6．A人；．：．是吒个人口密度高，；、幅，员‘此+较辽

阔的大县。 ，：．j．j

+气’候属温带大陆壮气候，‘，并平均气温为j8’．8℃．，i年均日照

时数2÷8 0。≯小时，’：日照率送6 3：％，．年均降水量5 2‘r毫米，j

无霜期1_8’Q天。黄．圭毪陵是本县。的地貌主体，‘j最太盼山峰是紫

金山，汉高山次之：最是的河流是湫水河，。月镜河伙之。．整个．地

表为黄土．覆盖j千百年来，曲于’滥伐滥垦，：风蚀：．切割，雨。水；中

．刷r地表支离破碎c o、：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植被稀：少‘，、地形

复杂，全县共有耕地1‘4 5。．3+13万亩。：‘粮食作‘物以高’粱’j盖米j

谷子、薯类、二大豆ij“麦为主?经济作物‘丝油料．。棉花、麻皮和

蔬菜。为主。
．

．

+． 根据出、．士二丈物考证，’‘远在新-石器付代本县就有．了人‘类的活

魂h簪娉蠢人券生存的产业，：1养育了世世代峨盼人民∥推动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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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进。在历史悠久的岁月．中；、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几经变革，

， 唯独．“民以食为天，食靠农业生”的定论历来禾变。由此可见，‘

．’甓-业是人生离不了的古袭彦业。
’

7．

’

·

。

’ !本县农业经济的发展，经过j个从游牧业到种植业，从自然

经济到商品经济的演变过程。·西泌初期以牧业为主，后来．由于大

量移民流入，。．习惯于捉业生产的汉族人口增加，部分游牧民族汉

化，’田亩日益开辟；枢耕生户逐步发展。东滓时期，，国力：表退，：

边郡荒残，、匈媳大量迁八晋西一带，汉族人口急剧减少；．以游牧

为主的一羌族、狄族、：：山坍族等少数民族聚居泰县，杈耕遭到游牧
· 冲击∥魏晋时期，以离丕为．界，南为农耕，北为游牧。北朝时

期，少数民旅逐渐赛业化，7器人碍到．统．治权力，使得衷亟的冬业
一 又一次兴起。据·《掣乘搜略》所述’，．，隋唐塔后，置屯田、劝柱

． 桑：兴水利，紧邻蔚州“今‘兴县)已是_个重要的产粮区j兴j

临自然条许相似，故临县的．农业鹄相’应得到发展．o i．‘|
，

，一明洪武(1 3 6 8一二1 3 9 8)辛间，本县安行奖励开

荒∥，移民+屯田，兴修水利。减轻赋税等政策，具体规定：1垦植兰

地，．准垦归谁，作为永业。于是本地居民，‘外地移?民，垦荒’种

，地，‘蔚然成风。．到明、万历j年问．(．1~5 7 3j一一1 6 l 9)，秦县
‘

的耕地扩．大到3、l 6 Q Q 4．亩，．人口发展到4 l 0．4 8人，．人均

耕地7．、．7：亩。篇：朝初年0实行丝_条鞭法’’，i，“T随地派’’制

，： 度∥使无田人民得到免钠丁税≯：纱田的挺氐也可过着自给自足的

生活，农业生产又有所发展j i ．． ．：，．fl·

。．。- 据《山西通志》j所记，清道光二十等(t 1‘8 4‘O+)·罂粟(洋

．烟)遍地，姆田挤掉了粮田；破弗了’杞业生产‘。鸦片战争以拳，

到1 9，11 1年鲥辛亥革命时期j一北洋政府和国_．民党放府先后建立
， |了_些农业机构，．陆续制定了+一学农业政策，但由于连÷时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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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摧残破

坏，t旧盼生产关系并末变更。沉重的赋税、高额的地祖以及战争的

躁躏，使农氏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耕作粗旅，捉业发展极为缓
：

慢。 +．， '． ． ： 一

在数千年的捉业垦植活动中，森林植被逐年减少，捉田面积

不断增加i迄今仅紫金山、汉高山和北部土石山，区，’保留少量的

茨森林。山间河谷残存着零星草句．植物群落，灌木丛植被很少，

全县变成以捉业为．主的大县。据《中国实业志》记载：民国．三寸

’四一年(1 9 3 5·)本县耕地面积扩犬为，1．O 0 7 3 6 9亩。其中

．，水地‘5 8．1 9亩；平地3 9．1 2．3、亩；．滩地2．4 4 8 9亩；．山地

9 l 2 4 4 6亩；碱地2．5 4 9 2亩。全县2 O 7．1‘4 6人，．人

坶耕地4．6 8亩。，这些土地，大部分被地主豪绅霸占，广大贫’

苦农民靠揽工租种地过活。·当年粮食总产为，3 1 7 3．2万公斤，．

平均亩产3 1．5、公斤，：人均．产粮1 4 5公斤。农民年头受到年

一尾除交地租外，不够养家糊缸，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遥到灾

年，饿殍载道；途有死骨，。惨状日不忍睹。

氏国十六年(1 9 2 7)，共产党组织在曲，峪和碛口镇成

立。t’1．+9 3 6年红军渡河冻’征，‘’卅各大筝途经兴县来到本县白文
镇，’驻扎了一个星期，党和红军的影响大为扩大，播下了革命火

种j．并很快形成了消灭封建制度的．燎原之势。民国二十九。年

(1 9 4 0)：临县解放，+．分为临北、临南两县t．建立起人t民政
．

，

府。 一
‘‘

● ，
r

．一抗日战争时期，一本县人民出钱出物出战勤，．支援抗日．战争。

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日．军八侵本县，盘踞在三交、寺圪塔

等椅镇，四出“扭荡节，：到．处抓劳力．，修碉堡筑工事，雅行烧

．光、t杀光、抢光的“三光罗政策。抗日根据地的人民一手拿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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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拿锄，劳武结合，’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当时本县光公攘贪
担5万石(一石合1。3 O．公斤)，占晋绥边区的四分之一。．临南

’县妇女用自种自产的棉花，-纺织成“标；隹布”，做成军鞋。年均

织“标准布”为3 O 6 0 0匹，做军鞋9万多双，支援军·队打击
一

'

入侵之敌。 · 7··

i
f

●

：日本投降后，临北和悔南两县合并为临县。民国三十．六．年

(1’9 4 7)，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全县

境内+开展了t地改革运动，废除了长期存在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剥

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三改结束后，本县．的捉业生

产，仍是建立在分散的一家一户．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小农经济基

础上。在L兰地改革中新获得三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

农，由于家底薄资金少，在生产和生活上仍有许多困难。因此，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捉民组歌起来，走上互助合

作的道路。伴随分l 9．5 8年的．“大跃进”i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袈业生声中，出，现了I高指标、瞎指挥、浮夸凤和“共产风"左、

的做法，对农业生产破坏极为严重，给捉业生产的+发展留下了长

时期的潜在影响。，
‘

’
，

’

1．9 6 4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捉业学失寨”的号召，全县人’
。

民积极响应，以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大搞枉田基本建设，对柱

业生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大寨由一‘

个癸业先进典型变成了“四人帮”在捉业战线上推行极左路线的

典型，农业生产违犯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行政干预日盛，加之

政策上的“一71切，，，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给农业生产带来了莫大的损。失。
一

随着医疗卫生的．发展，人口死亡率逐渐下降，出生率持续上

升；全县农业总人口由l 9．4．9‘年的2 4’6 7 O 9人，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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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l 9 7 8年的4 O 0 5 9 9人，相比之下，．农业增产的粮食赶不

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 9 4 9一一1 9 7 8年，有1 O个年份的

粮食总产没突破一亿关，．亩产过不了百斤关；人均产量有1 7个

年头低于1 9 4 9年j不够自足，靠吃国家返销粮度日。据统计

l 7年内共吃国家返销粮·l l 7 7 7．5万公斤，人均3 7．7公

斤。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牡清除“左”的影响，贯

彻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落实了捉村的各项经济政策。l 9 8 O

年全县普遍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杈，完善了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调整了产业结构，责、权、利紧

密结合，体现了获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

应，极大地鼓起了捉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在困难中崛起，

不断改革传统的耕作制度。通过选用优良品种，改进栽培技术，

实行间作套种，，不断提高捉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使全县的禄业

。生产出现了新的转机。随着政策的稳定，科技兴农步伐的向前迈

进，农业生产得到空前的大发展。1 9．7 9年至1 9 8 8年l 0

年共产粮食9 6 1 6 o万公斤i年均9 6 1 6万公斤，}V．1949年

总产增长8 4％，粮食产量基本形成稳步上升趋势j有6个年头

总产突破两亿大关。·l 9 8 8年创年产‘1 3 3 O O万公斤的历史

最高纪录，比1 9 4 9年总产翻了一番多。油粮产量成倍增加，

经济收入大‘大提高，解决了多年来解决不了的群众温饱问题，人

‘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l 9 9 0年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粮食总产达到12750万

公斤。比前三年平均增产4 9．6％，达最高年产的9 6％，是

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油料总产达到1 1 9’·l 6．，3吨，比前三

年平均增产5-5．1％，此历史最高年增产1 1．3％。全县往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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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总收入达到2 2 2 6 6万元j捉氏人均纯收入2 9 5元，此上
●

●

年增加8 6元。． ．r

，‘． ．

’

随着捉村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科技兴农的发展，’本县的捉
，

，

业生产将会出现更，好的发展势头。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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