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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1979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这

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第三次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迄

今已整整25年。这是一次伟大而成功的实践，它谱写了我国农业资源区划工

作新的篇章，开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资源区划工作道路。在迎接农业资源

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开展25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唐山市农业资源区划志》作

为一部市级资源区划专业志书首创问世，是对农业资源区划工作开展25周年

的最好纪念，也是志书全体编纂人员送给长期关注和支持农业资源区划工作

的各级领导、广大读者以及辛勤工作在农业资源区划战线全体同志的一份厚

礼。

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是研究农业生产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地域(空间)自然和

经济社会条件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从而进行地域划分和优化配置资源的一门

边缘性的科学。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地域分工学说、劳动价值学说、扩大

再生产的理论、生产布局原理、级差地租理论为其基本理论基础，对地貌、气

候、土壤、水文地质、生物等自然条件和农业人口、劳动力、农用土地、农业资

金、农村文化教育、农村环境等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查明

和认识地域分异规律，采取区别差异性和归纳相似性的办法，划分不同类型和

等级的农业区，并根据扬长避短的原则，分析不同地区的生产特点、发展方向

和建设途径，研究如何调整生产布局，建立起一个符合自然、经济条件，能够充

分发挥地区优势，全面利用农业资源的农业结构。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

划工作开展25年来，与国家整个改革开放同步发展，组织国家、省、市(地)、县

四级完成了土地、水、气候、生物等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调查、更新调

查、补充调查及监测研究，编制完成了农业自然区划、综合农业区划、农业部门

区划、农业技术发行区划，农村经济区划等数十项区划，组织开展了农业资源

持续高效利用实验示范和农业遥感技术应用等，这些都为各地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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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农林畜水产品生产基地，其多样的地貌类型造

就了丰富优越的资源环境；便捷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成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的基础；人杰地灵的人文环境添补了不少中华民族的近现代文明。唐山市自

1979年开展农业资源调查和区赳工作以来，始终坚持为领导宏观决策服务、

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宗旨，经几代农业区划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出色地完成了不

同阶段的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任务，先后两次被选为国家农业资源持续

高效利用实验示范区，原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还亲临遵化市党峪碳酸盐岩类

山区开发实验区进行视察并给予高度评价。农业资源区划工作为当地的农业

区域开发、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与优化农业生产布局等提

供了重要依据，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和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曾先后3次

在唐山召开农业资源区划专题会议，推广唐山市开展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工

作的做法和经验。

《唐山市农业资源区划志》全面记述了唐山市25年农业资源区划工作的

发展历程，资料翔实准确，言词通俗简洁，察今鉴昔，令人思省，催人奋进。相信

这部新中国的市级农业资源区划志书发行之后，能为做好新时期的农业资源

区划工作互励共勉，使农业资源区划工作为农村经济持续高效协调发展，为加

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为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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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农业资源区划志》是第一部反映唐山市农业资源和农业区划工作

的志书。这部书的问世，对于了解唐山市农业资源区划发展史，总结借鉴经验，

开拓创新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唐山市北依燕山，南临渤海，中部是广袤的燕山山麓冲洪积平原，近邻京

津等大中城市，农业资源及社会经济条件优越。唐山市农村经济从古至今，就

是一部因地制宜、趋利避害、按区域发展的典型范例。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

划，是在查清农业资源家底和揭示农业地域分异规律的基础上，宏观地、综合

地研究农业生产力区域布局，促进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与高效可持续利用的一

门基础应用科学。在全国范围开展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是党中央、

国务院为加快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早在1979年就做出的重大决策，并被

列为《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第一项研究任务。按照国务院

和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唐山市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市范围陆续展

开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全市先后动员

和组织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群众4800多人投入该项工作，对

各类农业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监测调查和评

价分析，完成各类成果报告及图件资料9375份。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工作是

全市农村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次空前壮举，也成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北治山、

南治滩、东治沙、西治洼，因地制宜，综合开发，大力发展“两高一优”农业，深入

实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不同阶段分类指导农

村经济发展，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坚实基础。

《唐山市农业资源区划志》以其大量翔实的史料和质朴的文笔，全面、系

统、科学地记述了全市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工作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准确而真

实地反映了农业资源区划工作为党委和政府宏观决策服务、为全市农村经济

发展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光辉历程，热情讴歌了全市人民和农业资源区划系统

的干部职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遵循自然和经济两个规律，勤奋敬

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事争一流的求实、求是、创业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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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它是一部农业资源区划资料全书，内容具有较强的专业特点、时代特征和

地方特色。愿《唐山市农业资源区划志》在发挥存史鉴今作用的同时，能够成为

唐山农村经济持续高效协调发展与再攀高峰伟业的一粒基石。

做好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是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的重要基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随着全市农村经济快

速发展与农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我希望全市人民和农业资源区划战线的

同志，再接再励，尊重科学，与时俱进，为实现全市农村经济持续高效协调发展

再做新贡献。

唐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唐山市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 虿廛
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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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唐山市农业资源区划

事业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力求思想性、实用性、资料性的统一，以达存史鉴今之

目的。

二、本志的编写坚持客观记实，叙而不论。所采用资料均来源于本办收藏

之各类档案，史料力求翔实、准确。

三、本志断限为1979,---2003年。

四、本志沿用记、述、表、录相结合叙事。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横排竖

写；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按公元年月日顺序记事。

五、本志所采用的数据，除个别引用统计部门数据对照外，均为农业资源

区划工作过程中所形成的数据。

六、本志记叙中涉及人所熟知的党政、企事业单位及部分专业术语，多用

简称，不一一赘详，以求文字简练。

七、本志仅以市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室史志之，其所辖县级区划部门自行

安排或独立完成的业务活动，一般不作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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