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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古之通例。然而椒江历史上无农业志书。长期以来农业生产、农村经济

的发展史迹只零星散见于府(台州府)、县(临海县、黄岩县)、镇(海门镇)等志书及

其它典籍之中，实属憾事。在迈向新世纪之际，我们组织编纂《椒江农业志》实为‘“弘

扬中华农业遗产，繁荣现代科学技术”(江泽民词)，是“借鉴先辈，服务当代，垂鉴后

世”之大事，是重要的科技文化积累，它将填补我区史志的一个空白。

椒江农业生产源远流长，勤劳智慧的先民，凭借东南形胜，优越的自然条件，创造

出精耕细作的传统农艺。三国时就有“丹邱谷，夏冬再熟”，一年二熟的水稻种植制度，

此后数百年间围垦屯田、兴修水利、广辟良畴、广开农桑之业，逐步形成了农渔牧林为

·主的农业产业结构，发展了种植业十二类产品，建立了多种类、+多品种、多熟制的生产

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椒江广大劳动人民经过50多年艰苦奋斗、辛勤耕耘，通

过生产关系变革、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新技术推广等等，使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特

别是改革开放20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综合开发，使

农村经济从自给半自给走向商品经济轨道；农业技术装备逐渐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成效卓越，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产业结构渐趋优化；农产

品供给从单调短缺转向丰富多样；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从温饱跨进小康；农业和农

村现代化建设迈开了步伐。

为继往开来，必须全面认识椒江农业的发展历史，从中得到借鉴、启迪乃至鼓舞和

激励。《椒江农业志》忠诚、客观、翔实地记录了椒江的历史变迁、农业自然资源、农

村社会经济；分析了椒江农业的优势和薄弱环节；综述了农业发展历程和农村生产关系

的变革；记述了新中国50年来，农业和农村政策发挥的威力以及失误造成的影响；记录

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技推广以及历次重大自然灾害等等。这对于认识椒江，尊

重客观；开发椒江，探求规律；振兴椒江，正确决策，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愿一切致力于椒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同仁志士，以史为鉴，勇于开拓，在建

设椒江新农村中，谱写出更辉煌的新篇章。
。7

椒江区农林局局长：

二ooo年十二月

fj参§犀



凡 例

一、本志名日“椒江农业志"，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农村社会经济、种植

业生产、林业生产、畜牧业生产及农业机构等几大部分，而渔业和农村工副

业(乡镇企业)因有主管部门编写专志，故不在本志记述之列。

二、本志上限力求追溯历史，下迄2000年。年代表述，1949年以前沿

用朝代、年号纪年，1949年起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后常用“建国

后”表述。根据“纵贯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建国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椒江农业、农村发展轨迹。力求科学性、

资料性统一，体现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

三、本志体裁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首立

《概述》、 《大事记》，以下为章节记事体设8章，凡46节，末缀附录。

四、本志所列统计数字大部分引用统计局公布之数字，而有一部分则引

用近年来经过业务部门普查提供的数字，如土地资源、水资源、气象资源、

森林资源、土壤资源等，此类数据科学性较强。 ，

五、度、量、衡一

仍保持各历史时期的习

六、因境区行政区

乡，均保持历史称谓。

后则限于本行政区域范

以南"辖区乡镇。、

七、入志资料来自

碑资料，力求遵循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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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村经济十分落后，农民生活贫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

50年，经过人民的艰苦奋斗，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虽

然有过曲折和失误，但取得的成绩是卓越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进

行一系列改革，农村经济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

农民生活跨进了小康，正加速向农业现代化迈进。 一

一、椒江农业生产特点

椒江属农业自然资源约束型区域，然而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

椒江东西长57公里、南北宽46公里(其中陆域东西长24．24公里，南北宽23．10公

里)，土地总面积329．81平方公里。此外是辽阔的海洋与众多的岛屿，领海基线内海域

面积827．71平方公里；岛屿97个，总面积17．06平方公里。

地貌类型有低山丘陵、平原、水域、海岛。椒江横贯境区，分南北两岸。在329．81

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低山丘陵占16．21％(其中海岛低丘占4．52％)，主要分布在西北

部(海岛位于东部)；平原占62．34％，大部分为海积平原；水域占12．54％(其中椒江水

面占5．21％)；滩涂面积占8．91％。土地的利用以农业为主，农业用地面积共20943．48公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63．5％。其中耕地13000．68公顷，占39．42％；园地4316．17公顷，

占13．09％；林地3626．63公顷，占11．0％。而2000年全区人口总数45-31万人，其中农

业人口34．12万人；农村劳动力21．51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8．40万人。按此计算，人

均占有耕地0．43亩(全省人均0．6亩，全国人均1．35亩)，农业劳均负担耕地2．32亩。

人均耕地大大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警界线。

因此土地在椒江显得特别宝贵，广大农民历来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一直坚持多

种多熟多收的做法，耕地复种指数曾高达275％，1999年为247％。并坚持材科技兴农’’

推广各种先进适用农业技术，有效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粮食最高全年亩产曾达963

公斤，为浙江乃至全国农业高产地区之一。

椒江气候良好，是一个以粮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综合农区。然而自然灾害

频繁，人均资源量有限，制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椒江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冬少严寒，夏稀酷暑。全年热量丰富，年平均

玄。一 ，



援 整

气温17℃，≥10。C的积温为5327．9。C，无霜期为257．0天，全年“农耕期”363．7天。全

年雨水充沛，年平均降水量1537mm，能满足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和亚热带经济类水果、

林木的生长需求。全年日照适宜，光合潜力大，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903．2小时，日照

百分率为43％，有利于作物的光合作用与干物质的积累。这种良好的自然气候条件，适

宜于发展多种类、多品种、多熟制生产。一年可种三季粮食作物，蔬菜可全年种植四季’

常青，农作物品种资源丰富，适种性广。加之海洋、水域广阔，使农业门类众多，多种

经营发达，农林牧副渔“五业”昌盛。

然而频临东海，自然灾害频繁。每年春季“倒春寒”，5-6月梅雨季节洪涝灾害，夏

秋季节易遭台风侵袭，而7-9月干旱，秋季低温等等，都严重的威胁着农业生产，造成

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52年中有20年粮食生产比上一年减产，造成减产原因除政策失

误以外，与自然灾害影响有密切关系。

同时农业生产面临最大问题是自然资源的约束，除耕地连年减少，后备资源贫乏，耕

地质量存在下降的隐患以外，境区森林资源、农村能源、饲草饲料、草山草坡等资源都

相对贫乏，人均量更少。水资源可供量不足，利用率低，供需矛盾突出，人均水资源量仅581

立方米，低于全省人均2190立方米，更低于全国2420立方米／人。农业自然环境遭受污

染，这些都将制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椒江农业发展简况

在远古时期“瓯居海中”(《山海经》晋郭璞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岐海

中”)，台古荒域，僻处海滨。境区在“海门沙堤”(即大路线沿边)以东地带皆为海滩，

以西也多沼泽、泻湖。椒北黄礁玉岘山也在海中(《方舆纪胜》记：“玉岘山在府东百九

里海中，旧名黄石山”)，且椒江阔二十里。、海门也自宋初天涨沙涂，始成一方要地。农

业生产的开发迟于中原及浙北平原，后随海涂淤涨，陆地外移，湖沼沉积，适宜自然环

境的形成和人口繁衍，几历千载，沐浴膏泽，涵濡德化，渐启文明。但因负山濒海，沃土

少而瘠地多，民以海渔山伐为业，处于原始的刀耕水耨，渔猎山樵的状态。

春秋、秦代今灵江、瓯江等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均未建县，地广人稀，开拓缓慢。西

汉昭帝始元二年置回浦县，县治设今椒北章安镇，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开始发展，

种植业开始使用牛耕和铁制农具，推动了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三国东吴政府重视农

业生产，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一面奖励垦荒，一面改进耕作方法，推行“两牛

一犁”的“耦耕法”，走上精耕细作之路，各地农业较前发展，出现了“丹邱谷，夏冬再

熟”一年二熟的种植方法。种植的经济作物尚有麻、豆及鸡桔子、杨梅。呈现了“谷帛

如山，稻田沃野，

南徒，人口激增带

不断淤积的土地成

有莱而不耕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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