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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醴陵市农业机械志一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从l 9 8 7

年组建班子，收集资料，试写志稿，，历时两年多，于国庆4 O周年前

夕完成志文1 O章，包括概述、大事记等共8万余字的编修任务。这

部志书是醴陵第一部农业机械部门志，编修人员克服困难，广征博采，

，+辛勤笔耕，基本上按照志书体例和行文要求，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
㈠

：

{’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醴陵农机化事业的脉络，特别是用较大

j 的编幅记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条件下发展农业机械化所取得的巨大

成绩和经验，同时还记述了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中走过的弯路，出现的

某些失误和教训。为当前和今后醴陵农业机械化工作提供借鉴，是广大

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农机工作者一部难得的参考工具书。

‘《醴陵农机志》的诞生，还得到了各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大力支持鼓

励和帮助，在农机志付印之际，籍此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臼铷铲>

童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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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按详今略吉，实事求是的原则，着重记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醴陵农业机械化事业的成就和经验，失误和教训。
“

．
l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自l 9 6 0年，下限为1 9 8 6年。其中有关小农具和旧式农具

的兴衰存废，其上限亦有逾越。
’。

三，本志分章、节、目层次，以语体文记述。除序言，概述、大事记外，

具，排灌杌具、加工机具、运输机具、以及农机管理，安全监理，农机科研，

机供应，农机工业共l O章，3 3节。

正文分耕作机

农机培训，农

四、本志数据以醴陵市(县)统计局编印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醴陵市《县)农机

管理局历年统计年报，湘潭地区农机局《农机发展统计资料虹编》为准，均通过核实采用。

五，计量单位，长度为“公里劳、“米矽、“厘米拶，“毫米"J水泵尺寸用口时黟J

容量为“公升"、“毫升力， 重量为“吨"， “公斤移、“克"， 时间用公元纪年，

用阿拉伯字书写为口年，月i日，小时、分，秒”， 土地面积为“亩一， 温度为摄氏度，

降雨量为“毫米"；农机具的数量单位，农用汽车为“辆力，农机动力为“台力，半机械化

农具为“部彦，小农具为“件”，农机功率为“马力黟，电动机功率为“千瓦力，’(1马力

折合O．7 3 6千瓦，l千瓦折合1．3 6马力)，变压器容量为“干伏安彦，输电线路电

压为“千伏，劳动工日为矗个挣，资金数量为“元弦。

六，本志所列地名以醴陵地名录为准。

七，本志有关县与市，公社与乡、大队与村以及县人民政府，县人委、县革委、市人民

政府等称谓，均按当时，当地的称呼记述。

八，本志引用的史料，凡引用原文的均加引号，并注明出处。引用中华入民共和国建立

后的档案资料，经核实后才用，不打引号，也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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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醴陵农民完全依靠各种畜力牵引，人力操作的小偶农具从事

生产劳动。民国时期，全县常用的小旧农具有6 1种，其特点是作业效率低，用芏多，劳动

强度大，阻碍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从2 0世纪5 0年代初期起，中共醴陵县委釉县人民政

府把改革农具和发展农业机械列为农业技术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发展农业生产二-项长期战

略任务。到1986年，全市农机总动力巳达到22291，9马力；其中有轮武拖拉机121台，手挟拖拉
‘·‘J．． ～ t

杌3 3 l 1台，农用汽车6 6 8辆，柴油机5 9 5 1台，汽油机3 4 4台，电动机8715台；

农用动力泵3 7 3 2台，机滚(耕)船2 2 9 5台，水田耕整机2 9 5台，脱粒视1 0 7 4

台，动力打稻机l 6 9 6台，入力打稻机5 4 8 l 6部。碾米机l 8 l 0台，磨粉机2 4 3

台，榨油机2 4 7台，饲料粉碎杌5 5 9台， 揉茶机l 0 5台，’动力喷雾机1 3 5台，手

动喷雾器6 9 3 0 9部，l 9 8 6年春耕完成机犁，机耙，机蒲总面积3 O．2 7万亩，其

中机犁面积1 3．1 4万亩。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些主要农活，包括农田排灌，物资运输，．

农副产品加工，水稻脱粒，病虫害防治等，巳用上机械作业或半机械作业，全市约3 O％的
’‘

‘ ’

农田实现了机械耕作。农机大量推广使用，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方，减轻了农民的劳动疆
“

、．’．’ ，．·’ 二‘ ‘

度，提高了各项作业质量，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1“。_’2_

醴陵的农机事业，是随着各阶段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的起伏曲折而向前发良酌：。大体
． 。 jj： ，： ．’·．{；

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s
：’、⋯’+‘ 。

·u

第一阶段(1 9 5 0年～l 9 6 7年)以国家投资经营为主的示范阶段： j‘
‘

’

5 0年代前期重点推广了改良水田犁，铁蒲滚、打稻机，喷雾器等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

农具，同时，由国家投资开始发展国产煤汽机、柴油机为主的动力排灌机械。1 9 5 8年．
●

由国家投资引进1 2台捷克迸口的轮式拖拉机，’成立了省内最早的县级国营拖拉机站。

6 0年代前期又以国家投资为主，‘建成了渌江，铁河沿岸的电力灌溉工程，同时还综合利用
●

排灌机械动力，发展了碾米杌-榨油机，磨粉机等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农机在农田耕作’_排

如t鼍l谚



灌、运输，加工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示范作用，向广大农民展示了农机化事业的发展前

景。

第二阶段(1 9 6 8年～l 9 8 1年)以社队集体投资经营为主的发展阶段。

6 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由公社集体投资继续发展了一批国产轮式拖

拉机和手扶拖拉机， 投入农田作业和运输作业，全县4 1个公社及城关镇相继成立公社

<镇)农机站。7 0年代由大队，生产队集体投资发展了2 6 0 O多台机滚船、 机耕船和

l l 0 0多台手扶拖拉机，部分大队还成立了农机专业队。同时，各种加工机械、脱粒机械

植保机械也推广封全县各地，为全面发展农业机械化奠定了基础。 ．，

： 第三阶段(1 9 8 2年～l 9 8 6年)以农户私人投资经营为主的巩固发展阶段．

1 9 8 2年，农村推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允许农民自己集资

．发展中，小型农业机械，到l 9 8 4年，全市就增加了手扶拖拉机2 0 0 0多台，相当于前

l 4年发展总和的两倍。原由社队集体投资发展的轮式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一部份划归乡

镇企业经营，大部份由机手承包或作价归机手经营。至1 9 8 6年，全市有l 2 6 0 4户农

民单独或联户购置各种农业机械1 0 6 4 5台，农机的作业效率和经济效益均有显著提高。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户投资经营农业机械巳成为农村一项重要的致富门路，农机化
、_

事业迈开了新的步伐。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周，在不同地区之间，对农机发展

的要求和农机的使用效果也不一样，因而在全市范围内，农机化事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特

别是一些重要农活，如水稻插秧，收割的机械化，一还处于试验阶段，手工工具和畜力农具仍

是当前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

3 0多年来，农机化发展过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有过一些失误，如l 9 5 7年引进

推广双轮双铧犁，．6 0年代初和7 0年代初两次推广人力插秧机，都是在违反因地制宜的原

刚或技术还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

为了适用农机化事业发J哎的需要，农机管理逐步建立了机构，加强了领导。l 9 5 4年

和l 9 5 8年分别建立了县抽水机站和县拖拉机站，l 9 5 9年冬建立了县农业机械局，

l 9 6 2年改为农机管理局，是年8月并入农业科，以后几经变动，至l 9 7 2年11月恢复

和成立县农业机械管理局，并以区建立9个农杌管理站。随着农业机械的发展，4 1个公社

和城关镇相继建立公社(乡，镇)农机管理站，农机科研、农机培训教育，农机供应，农机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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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理等机构也相继建立，。形成了上下对口的农机管理网络。．农机干部职工队伍也不断扩

大，l 9 5 4年实有干部职工9人(其中千部3人)IP*l 9 6 5年实有干部职工l l 1人，

(其中干部2 8人)，1 9 8 6年实有干部职工l l 7人(其中干部5 6．人．)，干部职工素

质亦有明显提高。，在加强农机管理工作的同时，农机科研、农杌培讹‘农机供应，农杌安全

监理工作，根据农机化事业发展的要求，也分别作出显著的成绩。在农机科研方面取得了一

批研究成果，其中5 0年代至6 0年代有评为全国优良杌具的醴陵2号简易插秧机，醴陵脚

踏红薯刨丝切片杌，有评为全省优良机具的泅汾园盘切草杌，70年代有受到全省科学大会奖

励的湘农一lO型机耕船、湘农一一5型机耕船，3 2 0型垂片式粉碎机，以及得到湘潭地区

奖励的8 5 0型动力打稻机等。多年来全市农机科技人员还撰写出一批有价值的科研论文稻

调查报告， 在农机学会年会及其他场合发表，得蓟省，市主管部门的好评。在农机培训方

面，3 0多年来采取两种培训方法，50年代至7 0年代中期由农机部门主办临时短期培训；。

7 0年代后期二i 8 0年代由农机学校集中短期培谰，先后为全市农村培训抽水杌手1 0 4 O

人，拖拉机手3 7 2 2人，内燃机手2 8 7 7人，农机管理干部及财会人员5 I 1人，农机

修理人员l 2 4人，成为醴陵农业机械化的一支强大的技术队伍。农机供应工作从5 0年代

开始，先后经历了由国营抽水机站和拖拉杌站自购自销与商业部门、物资部门兼营的两个阶

段，l 9 7 4年县农机公司成立后，实行专业经营。8 0年代，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户

营农机迅速发展，农杌公司因势利导，采取增加供应网点，扩大购销业务，从l 9 8 2年至

l 9 8 6年， 即供应农民手扶拖拉机2 2 3 0台， 水田耕整机2 9 5台， 小四轮运输车

l 5 l台，其他各种农用动力3 l 4 5台。农视安全监理方面也逐步建立建全机构，开．曙工

作。50年代至60年代，参加运输的农用车辆不多，安全监理工作由交通部门统一归口管理。

7 0年代，由社队集体投资发展起来的轮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逐年增多，在运输中各类事

故亦时有发生。l 9 7 2年，县农机管理局成立后，为加强对安全监理工作的领导，局配备

了3名专职安全员，区， 社农机站各配有1名兼职安全员， 主动与交通安全监理所配合，

作好机车，机手考核发证，鲥正违章作业及事故处理工作。l 9 8 2年以来，农户投资发展

的手扶拖拉机， 小四轮运输车成倍增长， 农机事故的发生更加频繁。l 9 8 4年，成立市

(县>农机安全监理站，接替交部门办理安全监理各项具体工作，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事故的

发生．7 0年代来，全县投入运输作业的拖拉机I l 3 7台，从l 9 7 1年至l 9 7 9年，

全县农机共发生事故3 4 0次起，死亡2 7人，伤l 2 6人，直接经济损失9 7 5 3 0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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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6年，全市巳有农甩机车3垂8 7台，l 9 8 O年童l 9 8 6年，共发生事故考l 0

起，：死亡3 5人，伤1 9 O人，’直接经击损失6 8 l 7 0元√全市酉台机车事故死亡率孵显

下降，．由7 O年代最高年分的1．1人， 降砑3 0年代最高年分螅O。3 3 6人。

8 O年代， 在农机进入千家万户的新倩况下， 各级农机管理部门亦因地制宜转变职能，一

及时为广大农视户提供j芟术培训i机械维修，物资供应、安全监理为重点的技术服务，做到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服务中加强管理。从而促进了农机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醴陵农业机械工业是一纸空白，到S 0年代初期，仅城镇有少

数铁、术，竹作坊打造各种农具供应农村。1956年开始组织手工业合作社， 1958年在原城

关机械社和铁业社的基础上创建县农业机械广(现醴陵市机器厂)’，1968年，由县拖拉机站

与农业机械站合并成立县农机修造厂(现醴陵市瓷城机械厂)，1670年，由县供电公司金具车

阀接管南郊马背岭地区手部疗养院的全部固定资产，组建醴陵县电机厂(现醴陵市电机制造

厂)，同时，·县二轻系统在城乡手工业合作社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合并改组，成立了轻工机

械厂、东风机械厂，城关木工厂和泗汾，浦口农具厂，还有集体所有的乡镇农机厂其中规模

较大的城关机械厂，渌江机械厂都是醴陵农机工业的骨干企业。主要产品有推土铲、螺旋式

榨油机，打稻机，手拖拖车，农用水泵、工业泵，电动机、车床、刨床以及瓷业机械、电阻

器，电容器等。产品除供应全市外，还远销省内外各地。历年来，国营、集体农机企业，除

生产农机产品外，还承担农机维修任务。其中农机二厂(现瓷城机械厂)是汽车，拖拉机大

修的主要厂家。进入8 O年代，在户营农机迅速发展的新情况下，原有维修网点远不能满足

农杌维修的要求，因而农机维修专业户在全市范围内涌现出来，能承担拖拉机、汽车的中小

修，保养以及焊接、·补胎、’充箕，零配件加工等技术服务项目，。并做到随到随修， 便民利

民。+l 9 8 6年，全市已有农村机械维修点8 2个，。维修人员1 7 O人。。：·：．J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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薹

醴陵历年农业机械总动力拥有量统计表 单位。马力，亩

：’年· 农业机械
其 中’ 平均每马力

i份 总动力 -拖拉视 。内燃机 电动机 农用汽车 负担耕地

1952 325 325

1953 365 365

1954 796 796

1955 1359 1359
’

1956 1820 1820 。 ，’

1957 2030 2030

，

1958 3383 360 ’2023

1959 4010 360 3612 38 1 47

1960 4938 360 4274 304 120

1961 6242 360 4170 1712 95

1962 6011 360 3823 7|1828 ：， 98

1963
·

7886
‘’

360 ’4562 2964
’1

76

1964， 9325 ’360 4279 4686 63

1965 10289 360 4710 5219 58
f』

‘，

1966 11273 411 5068 5794 52．6·

1967 13728 ，443 5981 ，．7304 44．6



续上表

其 ． 中’．年； 农业机械 平均每马力

份 总动力 ．拖拉机 内燃机 电动机 农用汽车 负担耕地
“

1968 14380 599 6390 7391 4l

1969 14525 8lO 6067 7648 40．6

1970 15325 1311 5134 7'880 38．5

1971 17785 1863 9777 6145 33

1972 23861 2330 8603 12703 225 24．7

1973 27763 3100 9858 14355 450 21．8

1974 31079 3458 11317 15769 535 19

1975 40399 4795 15664 18620 1320 14．7

1976 54317 6859 19830 ·24483 3145 11

1977 80358 10430 26842 ．38097 4989 7．4

1978 97520 13699 33401 42916， 7504． 6

1970 107739 16105 36580 45844 92lO 5．1

1980 120146 18026 39917 50420 11783 4．5

1981 130192 21530 43296 51079 14287 4．1

1982 ．149ItO 25793 43215 61821 18281 3．6

1983 159312 29813 46148 5865l 247IoO 3．4

1 984 166761 33132 45172 61183 2727．4 3．2

1985 197326 37031 48293 72105 39897 2．7

1986 222919 42671 49056 78737 5245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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