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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羹撼蓄；诫舅撼萎觥菪李春和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忘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倜一¨

《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志》历经四个春秋，几易其稿，现已编纂成册，刊印出版。

这是楚雄彝族启洽州编纂农业志的一个良好开端。可喜可贺。
． ，

1 v‘。，

这部((农业志》以丰富厚实的资料和述而不论的章法，记述了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近
’』

百年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只叙述的方面广，材料全面具体，实用性强。它不仅记述了农
●

业中的种植业、．畜牧业和与农业种植业相关的林业、水利、气象等方面的情况，而且还记
+t

．述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发展等农业经济问题。是一部具有全州地方综合性的大型农
’

一+7’
一 。一

业专志，也是楚雄州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部农业志^可以帮助各级各部f-J,．各行
’

各业以及关心楚雄彝州经济建设的同志较为系统地、科学地了解彝州农业，认识彝州，t‘
： ·

，-

’

更好地为治理彝州、振兴彝州服务。一 ，一

●

“

主编此书的周绍庠同志，原是楚雄州畜牧局长，现为离休老干部。他在彝州奋斗了
． ’●

近40年，对彝州情况，尤其是对农牧业甚为熟悉，与彝州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 ；

他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深情，以高度的责任感，离而不休，余热生辉，在州农牧局的领导

和各有关部门、人士的支持帮助下，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完成了

这部50余万字的志书。还值得一提的是，周绍庠同志治学严谨，研究问题、写文章，一

贯遵循毛主席教导“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螂，不占有充分
‘：：’i 0： 。：j j

的材料，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是不轻易做结论、写文章的。再加上他具有比较高的文字

水平，所以，能够修出这样一部有份量的志书。这些可贵的精神和优点，都是值得我们

学习的。

．1990年罩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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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雄彝族自治州农牧业局局长 陈达有

《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志)>和《楚雄彝族自治州畜牧志》和读者见面了。我作为本

届新任农牧局长，表示由衷的高兴和热烈祝贺。
．

t“两志"四经春秋，几易其稿，辛勤劳作，终巳付印成书，+是彝州农牧业志史上的

一件大事，是彝州各族人民几十年来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实践的结晶。 “两志”的出版是
●

各级农业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的成果。

党中央把发展农业生产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要求全党重视，大办农业。“两志”

对于有志于发展我州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有识之士，不失为纵观历史，研究州情，总结

经验，探索发展之道的有用材料。我十分坚信，在党中央英明决策的指引下，在州委、

州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州各族人民的奋力拼搏，+我9lI,I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一定

能走出徊徘，稳产高产，增产增收，为彝州的经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0年6月7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壬告—il-l
刖， 置

“两志"经过四度寒暑，已经编纂完毕。1985年秋，我局受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委托，承担编纂《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志》和《楚雄彝族自治
，

州畜牧志》的任务。我局聘请离休老干部、原楚雄州畜牧局长周绍庠主编。1986年9月
，

30日和12月30日，先后按期完成“两志"征求意见稿的初纂任务，并向楚雄州志办公

室、历任主管农业的中共楚雄州(地)委、楚雄州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领导，历任

楚雄州农业局(科)长、本局所属各单位，及几位农业科学技术人员递交了征求意见
，

稿，征询意见。经过_年半的酝酿审议，，按照楚雄州志办公室的要求，于1988年8月着

手修改。在逐个收集修改意见，召开“两志"征求意见稿评审会议和补充校正资料之

后，于1989年末先后完成“两志’’的修改工作。曾任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局局长，现任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李春和，对

q两志”的编纂工作给予直接领导，并审阅了《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志》，撰写了序
●

。

言。曾任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农林科科长和楚雄彝族自治州副州长、现任云南省

审计局局长张映海，对“两志弦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畜牧业志》撰

写了序言。还有，历任中共楚雄(地)州委书记王文玉、余活力，副书记魏绪密，均对

“两志"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和建议。．由于历任领导人的指导和支持，使“两毒黟的编

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

“两志"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

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指导思想，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

求实存真，进行编纂。 “两志”对中华民国时期及其以前的农业、畜牧业，依据史料，：

不褒不贬地作了记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对农业、畜牧业实行改革，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措施和办法，使农

业、畜牧业获得大幅度的发展，均以主要篇幅，详细客观地作了记载。同时，对在此过

程中，出现过的“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失

误，也以适当篇幅作了必要的叙述。



矗两志，，把发展农业、畜农业生产力和科孥技术作为记载重点。((表业志))在第一、画、

五、六章中，约以27万字记述了农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占总篇幅的60％左右。《畜牧志》

在第一，二、五、六、七章中，约以15万字记述了畜牧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约占总篇

幅的60％。且在其它章节中，以生产力是否发展，作为衡量变革生产关系，实施各项政

策，推行各项农业技术的尺度。 ．

．r
，¨‘

．

’

一+’ 、，i：

“两志’’的体例、体裁、结构和章法，7由于我们对方志学理论；索昧平生；+尤无实

践。在编纂中；力求遵循史家法度，谋篇布局，纪，传、‘述、。志、图：表．’录俱备，’以
。

7 ．+

。

j

概速为纲，大事记为经，农业与畜牧专业为主体，‘附录殿后。图和表插于有关章节，文

表相随，图文相伴。‘接照横排纵述，以横为主，奴横结合盼原则，力录嵌蓟结构严警。
‘。

j

领属得当，要素齐全。编写章法，采叙述体，叙而不论，述而不作。。对．资料取舍，。力求

详略得体，古今得体o。‘
’ 。一 。一’ ⋯’

“

“两志”资料，得到各单位和各方人士的曼持。楚雄州档案馆、统并局、气象娃、
‘

，

．”
．：、 ：

林业局、物价局，‘水利局、商业局、粮食局、农业区划办公室-农业科学研究脐、植保

植检工作站、土壤肥料工作站、种子公司：茶桑站、良种繁殖场、畜牧兽医站。、饲草饲

料站、种猪种鸡场：经营管理站、10县(市)农牧业局或畜牧局，及其他有关部门，均
r+

。

提供了大量资料。还有高级农艺师邓有成j刘自西、耿尚吾，李盛富、李源、吴干溯、
j：4

刘琰，高级畜牧师胡馨芳、刘伯伦，高级水利工程师余开明；气象工程师唐泽元等大批
，。：

农业、畜牧业科学技术人员、行政工作人员和离休退休干部，均为“两志"提供、撰写
， 一”．：，’ ‘‘”，

或校正了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楚雄州志办公室及其工作人员；中共楚雄州林业局
j

～
：：

委员会书记邵长京，为“两志”的编纂；‘进行了犬量指导工作：
’。

“两志"蒙《楚雄州志》副总编杨春茂作了审查修改。 ‘一 。‘1‘一～

。’_f
。’

：‘

+对上述单位和同仁，二并致以谢意。
⋯。 一 ‘‘

‘‘由手我f『j思想水平釉史志理论水平低，．“两志万‘难免有不是之处或讹误，望读者孚
f

、

，，

以指正。

：
．．． ．：．-。。一： ．√j ．一。：，． ■一√j：：，。

： ，

、
．．，

。

，楚雄彝族自治》1：I农牧业局‘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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