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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压绿色应品，壮九农案手业化他讲嗫日，亚佟纯蓉盐县匆哼叁蔑紫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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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委副书记、省长孙文盛考亲最县二元疆盖玉米工褥

∈、省农牧厅副厅长刘德宝在我县考察早作农业



▲厣长治市委书记张摹发在敖县晋庄视察小麦生长情况

T原县委书记籍先菊陪同省市领导考察玉米示范工程



▲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牛建忠带领涉农部门负责人观摩谷子基地

T原晋庄镇党委书记张钟晓和农业技术员一起擒调研



序

张平和

<壶关文史资料>第五辑(壶关农业志专辑)，在新世纪的开局之

年，载着北京申奥成功、国足走向世界、亚太非正式经合会议在上海

召开的喜悦．和着入世的脚步，。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它的出版，无异

是华夏四喜的一叶花絮，是壶关各项事业迅猛发展的信息。

古壶关，曾是人类繁衍生息地之一，远古时期的神农氏炎帝，在

古壶邑之地(今长治)创造农耕、遍尝草药。缔造了华夏民族之文明

史。又据壹关绍良龙山文化遗址、沙窟新石器文化遗址、牛王岭商代

陶瓷文化遗址发掘的石刀、石斧、石铲、石锤、石柄及古陶等文物研究

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古人农耕的历史。故壶关原始地农耕历

史悠久，且源源流长。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农讲技术、劳动工

具等不断革新和改进，农作物品种逐步增多，农业生产经验日趋丰

富。创造出了壶关古代、近代农业文明发展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壶关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成

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农业局(科)，从此，农业生产打破了原始落

后的格局，步入迅速发展的快车道。短短50余年，成功地进行了土

地、农业技术、劳动工具、种子肥料、种植结构等革命。实现了作物优

种化、施肥科学化、耕作机械化、结构合理化、种植高产化、产品商品

化。并创出一条优种地膜结亲，地膜、秸秆覆盖，秸秆直接还田，微

喷、节水灌溉等旱作农业的路子。其发展速度，不仅超过过去任何一

个时期，也大大超过了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农业发展的



这段历史值得记载、留存。编辑出版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壶关农业志专辑>共涵盖四部分内容，即人物简介、农业各股室

工作回顾、农机发展展望、调产成果等内容，并附有几篇很有影响的

论文和片断总结。每部分内容，基本遵循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真实地

展现了农业发展过程中历史事实。在编辑方法上以专项分类，时间

发展为序的方法，力求全面、系统、客观地展示壶关农业发展的真实

情况。希望能为我国加入“wTO”之后提供一点可借鉴的经验，又可

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警示一点教训，以示在今后发展中尽可能地

避免失误，少走弯路、健康而快速发展。使我国的传统农业早已与国

际市场接轨。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承蒙县组织部档案室、县档案局、县农业局、

县农机局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积极配合和热情帮助，县政协机关干部

的辛勤工作，才得以编撰出版。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二OO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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