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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人员：叶树根许振东何柏瑜何锦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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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良田万顷，鱼米之乡



▲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欧广源，视
察番禺板田菜地

▲香港渔农处处长李熙瑜博士伉俪，
在番禺市委书记梁伟苏，副市长廖吕陪同
下，考察番禺“三高”农业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全国政协

主席霍英东先生视察番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

记高祀仁，视察番禺水利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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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农副产晶深加工业

▲发展中的“三高”养殖业——鳗鱼

▲新发展的超甜玉米基地

▲反季节的优质蔬菜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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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壮观的磨碟头水闸

▲断波截流建绿洲——围垦工程一角

▲建设中的防洪大堤



▲甜蜜的事业——甘蔗高产示范片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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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专家在鉴定优质水稻品种

▲水稻大丰收，机械代人忙

旗 ▲塑料薄膜育秧

▲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开枝，在灵山 ▲番禺县农业技术学校

镇粮食创高产示范点，参加现场实割验收



—▲化龙镇农业技术综合开发中心的“三高”鱼塘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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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 百

番禺县历史悠久，自秦代建县至今经历二千二百余年，番禺的地理位置和土壤、气

候有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在漫长的岁月中，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艰苦创业，建

设家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造就成盛产稻米、鱼类的“鱼米之乡”，糖蔗和四

时的“水果之乡”o

清代期间，先后编修的四个版本的<番禺县志>中，在物产篇或实业篇里，有关农业

生产方面的活动，作过简要的记述，保存了不少的珍贵史料。本志为番禺首次编修的

农业专志。修志同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取材与记叙，力求达到“资治、教化、存史”

的修志目的。通过全面、系统的记叙从清末、民国时期和建国后番禺县农业生产活动

的过程。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望能为今后制订农业发展规划提供借鉴和科学依据，

并有助于番禺开创现代农业的新局面。

全志结构。由概述、农村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农业自然资源、水稻、甘蔗、

蔬菜和其他作物、水果、农具的改进、农村经济、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管理机构、农业事

业机构等十一章组成。另载：番禺县农业大事记。 ．

本志记叙时间的始末。跨越八十载，牵涉面广。由于编志人员水平不高，加上资料

不全，疏漏和不足之处，期待读者诸君，惠予指正o

编 者

1994年8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央的方针、政策、决议作详述农

业问题的准则。

二、本志遵循“溯古追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主略次”的原则，对建国前、后的

农业生产活动作重点的记述。

三、本志分章立节，采用“横排纵写”或“横排横写”相结合的编写方法。

四、历史纪年沿用各朝代年号，夹注公元年次。文中的“建国前”、“建国后”，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或后。 ‘一

五、叙事断限和时期：上起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下止于1991年。某些事物，

为探明本源，上溯不限，少数照片适当下延。

六、历史资料，主要取材于旧编各版本的番禺县志、古籍史料、报章书刊、政府公文

档案、专家学者的著述，有关单位的调查报告或技术总结，还有知情人士的口碑材料

等。建国后引用的数字，主要来源于县统计局，其他一些数字来源于有关部门。为省

篇幅，文中引用资料，未一一注明出处。

七、番禺的行政区划，变动较大，为尊重历史，保留原貌，有关政区、机构、官职等名

称，仍按当时、当地的称谓。旧地名加注今地名。
。

八、建国后，除田亩面积、作物插植规格，仍沿用市制的亩、丈、尺、寸外，其他均采

用公制的厘米、米、公里、克、公斤、吨等。民国时期沿用的排亩、排尺、司斤、司担等。仍

按旧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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