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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服务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梅县农业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

风沐浴下，阳光灿烂，万物葱荣．到处呈现江山毓秀，梅水汇灵。三乡”喧五彩的欣欣向

荣之际．并在。盛世修志”的大好形势鼓舞下，于1986年5月成立编纂机构，组织人员着

手编纂。1987年5月，写成初稿，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三易其稿后，于1988年1D

月审定出版．它的成书问世。是梅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大喜事．

梅县地处山区。半山区．素有_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梅县人民向来以农为本．但

在旧社会，由于封建土地私有制，农业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农业耕作技术受到生产关系的

束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农业生产，把农业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在废腺封建土地制的基础上．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

义农业合作经济，进行一系列的农业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农村经济面貌发生

根本变化． “

梅县历来没有编修过农业志书．明。请时期的地方书和民国年问编写的《梅县概况》

、《梅县建设》等史料，对梅县农业生产虽有一些记载，但不系统．不全面．新编《梅县

农业志》，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放眼未来”的原则，记述了各个历史时

期农、业生产的兴衰起伏过程，并且探索古今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讽，揭示农业生产起伏原因

及其客观规律．反映建国后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重点记述种植业生产，力求突出时代特

点，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可以预料。这部专志对当前和今后梅县农业的建设事业，将会

起烈一定的。资治。作用． ·
。 ‘

为了使这部农业志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我们在编写过程中．认真进

行调查研究．广征傅采．通过查阅文书档案，召开有关人员座谈会，走访老干部，提供口

碑资料．在广泛搜集资料I白c；基础上’通过整理、鉴剐．考证．然后才‘着手编写．初稿写成

后．曾分送有关人员征求意见，由分管业务的局长审阅，核实史料．修改补充．并参加梅

县地区农业志稿详审．定稿后，经梅县地方志办公室审定批准，始正式出版．

在编修《梅县农妲志》过程中，得到地区和梅县地方志办公室，地区农业处的具体指导．

得到农业战线的老前辈．以及原梅县档案馆．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衷心

的谢意1

由于时间紧迫，人员不足．某些史料残缺，加上编写水平所限，缺乏经骆，错漏之
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梅县农业志》编辑组

198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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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新编《梅县农业志》由述、记．志．．图。．表．录组成。志首设。概述”和。大事

记‘，综合而慨要地介绍悔县农业的历史和现状圩记述从清同治以来的大事要事。各章以

分类横排竖写为主。部分章节采取纵述的方法，力求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硬。垒书设七
．

-【 ’

章46节，约l 8万字． 一． ，． J·
一· ⋯一 -·、

t，‘：

二，本志取事上溯至1864年。下限至1985年，。下限后1986年至1988年的大事记作附

记． 巾
，，

j·

‘●

三、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记述本县农业生产的历史与现

状，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实．． ”． 一 ～：，

四，本志书以文为主。辅以图(照片)．表，图．照片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表随文设
-’

置．． ．，

．．．I
F． ．． ，．、 1． 一．．· ：’ ．-、、j

j 。· L

五、本志坚持不为生人立传的原则。凡在世人物贡献大。必须加以记述的则在《大事

记》和肯关章．节中，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 一，一t ．：．i ．．、：：c．‘

，． 六．本．二记事中称“建国前”。 “建国后”≯·系指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为界限；所称“党”的、，“党和政府”，系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j． 一∥．。

，，．七、本志书的数据，采用本县统计局的数字：统计局缺的，使用本单位和有关部门的

数字。数字书写．凡涉及的度量衡．有少数内容和表，为说明问题则按当时使用的计量单位

为主¨·" i?：， 。．． 、．：：-·∥ i’’：’．： ：1’c tf”L⋯．一·、
八．本忠文体为语体文记叙体．有关章．节内容．以大农业划分，亦记林业．水剩。

畜牧．，水产等项． 、 ，-’
、 。：-’ -．

九．本志初稿原称《拇县市农业志》鉴于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梅县市建制，·

分设樗县和晦州市梅江区，：基书竿称趁之改变ob称《梅县农业志》。行文中所称“梅县。

，其内函系指当时梅县市范围．．即包括新设置的梅州市梅江区i !．， ’，

．j：

十．奉一．资料来自《光绪赢应州志》。《广东年鉴》、民国E'f期《褥基溉况》．．中太

涵书馆，拇县人民政：；ff办公奎，县裆案硒，县图书甜．珏党史办、县统汁局、县志办、县

’农牧局各股(室)。农业区划笥单位和有关专毒，以及部分口碑资料：文中没有一·注明

出处，全部|【bc始材料，初{；螽．修改稿和带定稿等，均存农牧局文档室，以备查考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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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县。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居韩江上游．地理位置在东经；l 15"477一118 4337，‘北纬

23。557—24‘487之间，靠近北回归线．据1985年梅县统计局统计，全县辖3阶农村区(镇)4
个市区办事处分辖281个乡，849个村．总土地面积3000．4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419898亩，

其中水早田344624亩，占耕地比例82．1％。、全县有[53982户，740577人．其中农、业人q

a71437人．，总劳动力251444个，平均每个农业人L-I有耕地0．7置亩， ，

，．

’．

．．．‘

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 ·‘

。 一， ’’．

‘ 一

本市具有南北兼优的气候特点，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短，气候温秘．热量丰

富，无霜期长，·光照充足，雨量充沛，一年三熟，四季宜耕，具有发展农．林，果、牧．

渔各业生产的有利气候条件。据县气象局(1e53年至1985年共32年的气象资料纪录：全年平均

日照时数为2009．9d,时，平均每天可达5．stY,时；年平均气温2I，2。C，极端气温最高在7

月，气温39．5。C(1971年7月25日．最低是1月，为一7．3。C(1955年1月1 2日)，全年

零度以上总积温有7765度，无霜期304天，水稻安全生长期240天；平均年降雨量1472．9毫

米，最裹年份2355．4毫米(t983年)最少年份979．8毫米(1955年)．全年降雨日数146．9

天，3月中旬至9月为雨季。其中5月、6月份为降雨高峰期。占降雨量的39％l风力

小．日夜温差大。年平均风速为l米／秒，年平均气温日较差9．8度．有利作物干物质积

累，对提高产量和质量有很大作用．但由于雨量分布不均，冬春季节有寒露风．寒潮入

侵．加上60年代前后毁林滥伐，水源枯竭。‘水土流失严重等等因素，因而常受寒，涝、早

三大灾威胁，，构成农业生产的不利气候条件和自然生态失调状况，使农业生产遭受不同程

度咚危害·w；，～㈠j一 ．‘一．。 “．j t’，． ·。“_： ．1．，．，∥：．

H¨．．本县早、t晚造禾谷类作物，主要是水稻(含杂交稻)．对小麦．大麦．玉米，粟，高

梁等亦有种植，，l数量不多．油料主要是花生’．可春秋种植．秋植主要是提纯复壮作留种

用．豆类主要起黄豆。蚕豆i、豌豆等-薯类主要是番薯：木薯、：蕉薯。纤维主要是黄(红)

麻等。糖料主要是甘藏，，果蔗i．水果主要有柑。橙、沙田柚、香燕。三华李．‘荔枝、龙

{限j：梨、：椽襁、、膏榄。柿‘t批杞．黄皮果等h嗜好作物主耍有烟草‘。茶叶等扩绿肥昨物主
器有紫云薨‘．缸萍等。另外一些地方还有莲藕及西瓜。，，’l：、，，一一．川一：卜¨卜，’}，：、一

(1l I．建国前-t本县的农业经济以生产粮食为主·。由于农村各阶层占有土地很不合理．农民

r爱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耕作制度和生产技术落后，使用的水稻种子绝大部分是沿用

：见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二江早?v一九黄汞”‘i“学老禾”‘．·一大冬’等低产劣种，加上

水利设施缺乏，抗灾能力薄弱，生产条件墨．丘陵地区怕早，沿河两岸盆地则既怕早又怕

蓼E涝为害．因而农业生产很不稳幽i粮食生产很低．据民国30年(1 9；41年j}国民党梅县县

政府编印的《梅县概况》统计；全县年产粮食约170万担．其中稻谷100万担(折合l亿

．，斤“)-．小麦25万担，番譬约20余万担，粟数千扭．至1949年全年粮食总产亦不过9400万公

：：斤，年粮食亩产才t07公斤叫其中水稻120．5公斤．农业人I：1每人平均仅有粮食245公斤。

，】本县所产粮食只能自给半年。．楚1个严重的缺粮县．每年都靠江西．福建，湖南等地大量



运进粮食补给．故民间流传有“糠菜半年粮，年年有四月(荒)，夜夜有五更(寒)’的

俗语．

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

农村经济发生根本变化。70多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主要表现在：

一．建立并发展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经济

1951年到1956年，‘先后实现两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首先是从1951年开始至1952年

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其次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

义改造．实现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化。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经济．

二．农业总产值和主要产品的年产量有较大增长

1985年，农业总产值(包括农．林、牧、副、渔业)，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为1799l万

元，其中种植业总产值9946万元。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作计算，比1949年的2138万元增长

四倍多，种植业产品值比1949年的1584万元增长277呖。主要产品年产量与1949年相比

较：粮食由188 145 l担增加到4775009公斤，增长153叻，其中稻谷由1680654担增至

4647417担，增长176％；花生由20770担增加到70583担，．增长2倍多；大豆由17176担增

加到47533担，增长176呖；甘蔗由20988担增加到342985担，增长15倍：茶叶470担增加到

1989担，增长3倍多：水果4040．7担增加到239743担，增长5倍多；生猪年末存栏量由

81530头增加到477043头，增长48．5叻；耕牛由20658头增加到33412头，增长61．7呖；水

产品由10416担增加到92425担，增长8．1倍．

三．农业生产条件有显若改善，农业技术改造有很大进晨

一是经过水利部门的努力和农业部门的共同配合，全县广大农民长期坚持大规模的水

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使农业有了比较稳定增长的基础．1985年，全县农田有效灌溉面

积达38．79万亩，其中保证灌溉面积34．22万亩，旱涝保收面积31．04万亩，机电排涝面积

I．07万亩．与此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耕作制度改革，如改单造为双造，。挣稿田”改翻

耕，水稻大科疏植改为小科合理密植，大力推广粮，油、肥菜相结合的冬种方法．以及通

过。一坑一塘三沟“．先后改造了16万亩山坑低产田，这不仅提高土壤的肥力．而且有效

地改变完全。靠天吃饭”的状况．使农业比较稳定增长的条件有了保证．

四．农用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农业机械和化肥，农药，农用塑料制品的使用，有了相

当水平．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以1973的17．973马力增加到1985年的129704马力．其中排灌

机械动力从568l马力增加到9314马力．共计有大．中型拖拉机172台，手扶拖拉机3440

台，农用汽车355部．碾米机1642台，饲料粉碎机867台，机动脱粒机3560台，机耕面积

178120亩。最高年为1979年的185454亩。化肥的施用量从1952年的306吨，平均每亩不刭

l公斤，1985年增加到19267吨．平均每亩近50公斤．

五．农产吕的商品量不断增加，农民生活有了显薯的改蕾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商品量相应增加．1985年，农业商品总产值(按当年价

格计算，)达25604】／元，其中商品产值达11855万元，商品率达到46．3嘶．农副产品收购

额从解放后最早年份1952年的585．02万元增加刭9927万元．其中粮食从1952年1935731担

增至1985年的4775009担，食油从29645担增加刭70583担．1985年，全县农业人口每人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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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357．85元。比1978年的84．1元，增加273．75元增长三倍多；人平口粮336．5公斤．比1978年

的261．6公斤增加75公斤，增长2l叻．近几年来，农村中有大批农户建了新房，据抽样调查，

平均每户年内新建房屋0．4问．1985年，农村社员储蓄达4488万元，比1978年416万元增加

4072万元，增长lo倍多，大批中高档商品和家用电器进了农家．

六．农业教育，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

·全县有农业技术学校一闯，中央农业广播学校梅县分校一问，每年培养农业技术人才

百余人．另外，每年还举办适合本地农业生产需要的各种农业技术短期训练班，培养农民

技术骨干力量。 ；

农业科研事业不断发展，县建立有农业科学研究所一间，科技人员1 3人．区(镇)建

立有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等各33个，职工159人。还建立有农业技术服务站(公

司)与农技推广中心等科研体系．从1980年至1985年，农牧业推广成果应用共有69项，先 ．

后获得省，地，县的推广成果奖。其中1984年“改造低产沙田柚园技术推广应用“和”粤

东北山区当造香蕉栽培技术改进”，获省科委四等奖。又如选育和引进推广水稻矮杆品种，

杂交稻和各种作物优良品种，对水稻品种进行多次换代，大幅度提高水稻和各种作物的产

量．与此同时，通过试验．示范，研究出不同地区的耕作制度和高产栽培技术．有效地提

高各种作物的产量水平． 一 ·

但是我县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概括地

说，大体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建国初期到1957年。包括1949年刭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和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八年是农业顺利发展时期．农业的基本情况

是：在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之后，党和政府及时地领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农村普遍

成立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改革工具，改良土壤，增加农

业拨款．在农业技术改革方面，全县14个区，建立起农业技术推广站，开展农业新技术的

革新和推广，探索农作物高产的栽培技术。推广小科密植，选育良种，挣稿改为翻耕，以

及除治病虫害等主要技术改革，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加上人民政府对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

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故在频繁的灾害下，农业生产仍得到胜利发展，1957年全县农业总产

值2022．39万元比1949年的1584．38万元增长12．7倍。平均每年增长1．6呖．粮食总‘广达

2424950担，比1949年的2295236担增加129714担．增长9．5嘶． ．

第二阶段是从1958年至1965年，这个时期是农业遭受严重挫折并恢复发展的时期．

1958年全县农村不适当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实

现人民公社化．随后，在。左。的错误指导下．大搞。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

高征购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农村经济受到严重挫折．致1959年至196 1

年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国民经济出现最困难的时期．1961年农业总产植从1957年的2022．39

万元下降为1534．47万元．1961年开始纠正这一方面的错误．经过三年的调整，农业生产

从1964年开始有了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县农业总产植发展到2299．23Y元，粮食总产连

续二年获得大增产．超过了195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
、 第三阶段是从1966年一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农业生产再次挫折．由于。左”倾严

重错误的干扰，在农村大批所谓。三自一包”、大批资本主义”，限制社员家庭副业和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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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经营的发展i特别是钛[BTO年起i农村又耐起一股新的。共产风_：；、用大寨。。左’的做

法搞形式主义和瞎指挥i搞。穷过渡?和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皇。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建

但由于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继续进行农田水科基本．

设．推广使用化肥、农药。改善农田灌溉．推行农业机械化等。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

农科工作者，在农业战线．h，大搞技术革命，开展以更新品种为中心的栽培技术改革．进行品

种的更新换代．不断引进、推广矮秆、高产，抗病品种。实现水稻单产的提高；从1970年开始，水

稻又进入。绿色革命”时期，先后引进IR类系的矮化高产良种(如科字6号)等。接着于1975年

开始，又引进推广杂交水稻等高产抗病良种，使水稻单产得到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得以保

持一定程度的发展．1976年农业总产植达到510 3万元，比1965年的2299．2万元增长2．2倍．

． 第四阶段是1976年至L985年．这个时期农业的基本特点是：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

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两年．农

业生产虽有所发展，但由于没有完全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速度不快．1979年以后，

农业生产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党中央提出一系列的放宽农村政策和搞活农村经济的

决策，特别是1980年秋冬，梅县贯彻中共中央1980年9月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后，全县实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

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科研成果和先进生产技术进一步得到普及推广．

例如：推广杂交水稻，1978年为20167亩，1985年达到205634亩：农业结构和作物布局，从

过去单纯抓粮食生产转向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涌现出一批专业户。重点户、专业村和新经

济联合体；农业由自给性、半自给性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

化，由比较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工商综合发展的农村经济转化，由主要追求产品产量向增

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综合效益转化．1985年，农村社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

镰，下同)达38855万元一，比1978年增长15叻，其中农业总产值达24578万元，比1978年增长

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t下同)。达2684 7．万元．比1978增长一倍多，其中种值业

q128％：一产值13t42万元．比1978年的74103万元增长1．77倍。，‘、 √ ，．√，!．

、‘p建豳互七多年来’梅县经过不斯的建设l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农民生活普遍有明显改善．但是，也要看到按人口

平搀，?农产品占存量仍不高矿还有少数地区农鼹生活。仍然存在着较大困难，整个农村的经

济基础还薄弱．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也还存在着不少伺题．如

水表诚失严重，，藻些农业资源衰减，、自然灾害由删等。- 一‘， fl，t：! 一一

书r’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到1990年主要农产品将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粮食总

产每人平均达到800市斤(本县1985年为645．市斥)，农民年人平均纯收入达到800元，·争

取达虱j或超过1000元(本县归85为357．8．5元)，一初步建成以小城镇为中心，农林牧副渔全

．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富裕文明的新农村的农业发腱目标。今后．必须继续加强对

农业生产的领导，进一步调整生产结构和作物布局．在保护好耕地，稳定粮田面积，提高

单产，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商品经济．要重视一切农业资源的保护、利

用、开发，尤其要进一步开展绿化造林．种树种果．治理求土流失．以保持良好的生态环

．境-。与此J司时，还要发展农村的科学技术和各种社会化服务事业．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

姒促进农业生产的不断向前发展．守，{：L|． ．：I．一}}：．．矗．i—o{一，、、． 一一rf． }．
’

● 。～‘ i·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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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一一-。j姣泛i鲫·丸赴jq t

j关h，_。章4。奠兮范”’|’：¨。。hm’!K’囊-I-A．：I：≤姜釜捉★
0木，鼬宓o：i：。一羔!山．’’娇清光绪兰贵筝《．i∞‘年)．致n。如i、j：ji讲．tHI fL o

是年，本县水灾。附城高处水深数尺(据1971年8月梅县水利部『，了查测当砷水位，为
80．60米)，农业生产遭受损失． ： +一“1
，}～珀L?{J扎i：：』沁【”、J1， 民国23年审1934年)·二：‘”、f∥’汀【∽j々一：一11·‘：；土I

6月．中大农学院在程江沟湖设稻作试验场，面积50亩，并源技助凌化育，李端茂，甜

文聘猷作指导，负责人凌化育．后由周国卿负责．曾选育出水稻品种密早．二江早(又名

农校早)，九黄禾：．：学老禾等。，·i i。o讨t?。!i、_．’：“㈡、一㈡i。：一⋯％!j：尘．．j

．，0，。L：j!㈧： ．1：ii．n．：i i民国24年尽1935年) ，j n：‘Iy：。：‘卜一Y●^．r1．j

是年，西阳乡人。国民党独立师师长黄任寰。资助倡修南山下兰堋陂一座。灌溉西

阳，白宫农田上千富，、：、1 3·⋯i．．： t：：。‘ ·：；：．’^o}：·一㈠}、i■；’l‘l I}?

民围28年(1939年)。i：、j

{}l|I。是年，本县与中大韩江稻作场，中央农业实验所，梅州农校，．共同舍作改进梅县稻

作，并举行优良水稻品种表证试验．表证结果：早造有：江早一四川幂，九黄禾。东江

白，百口早，晚稻有学老禾、大冬校、假早子、金山粘，齐眉十号等品种为本县推广的优

良稻种。至1941年，全县早晚两造推广上项品种面积达1万亩“，：：’烈．i!．，一；：j!．，j

民国29年(，1940年X．一L f 0·f}·：．o；，_j』10 j?“．jf?j：’

春．全县试种山禾2000亩． ‘：、j：a¨t

：‘^jo月1碡，淘民党梅县县政府奉令实施。新县制”i零县列为￡等县r设置建设科．

农业属建设科管理． ．，W-．“：．、{i J’，

10Fl。程江乡，广东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刘志陆，募捐得20余万元．倡筑梅西陂，陂

址在长滩乡七里径，渠长8公里，曾通水至红薹村灌溉农田．

。七二是年，本县发动农民扩大冬耕，国民党梅县县政府建设科派员下乡督导二垒县冬耕面

积达21万多亩。，占农田面积70％。，、i+：‘：’心r，；¨，÷j 77’1．㈡·，‘j P。}；{i1：；t，：～·

7 ．，i J!．”．“、一，’、，j’、、民国3眸《"19”年)．一‘t!：I：，。-，j一．i‘．，71：． ’

5月，梅县贯彻《广东省战时督垦荒地办法大纲》等政令，国民党梅县政府颁发《梅

县荒地垦植须知》。鼓励农民承领开垦荒地，．金县49个乡于当年共照荒1；44 l’B亩．!侈种植

木薯．花生、黄豆，甘薯．早禾等作物。
’

、“；?m·，～：：。·’；．：1 1

8月，网民党梅县县政府成立梅县合作指导宝．统筹全县合作事业-魁年j金县共成

立有各类合作牡1 Ir9／个，．牡会人数4458人．I』杜股总金额3fi．?37万元，．-发放农货约100万元．

其中垦植，水利灌溉．林业，养鱼(专营)合作杜共有27个，社员人数1243人．

一I·小j鼻。．j、I J—n：，一{ 111畏国32年!(11．1943年)一．’f㈠i’：¨t j‘-’·t：+’"I H，} ．1

辱 春；呔早80天⋯、全县早稻受早面积达28万多亩i多数早稻受旱减产或失收；致夏荒严

重米价飞涨，一担由一千余元涨至五．六千元。不少农民挖硬饭头(即士茯苓)噜狼头：



蕨根，野菜等以充饥．不少人逃荒江西，病毙途中触目皆是．

民国34年(1945年)

是年，秋旱。稻苞虫为害严重，全县晚稻歉收。西阳乡因虫灾，晚造仅收二．三成，

甚致有完全无收苔．
’

。、

1949年

5月17日，梅县解放。6月，成立梅县人民民主政府，设置建设科，主管农业、林

业．水利．畜牧，交通工作．建设科长冯敏。

1950年

是年，广东省农林厅派出兴梅专区病虫防治工作队驻梅．开始了我县的植物保护工

作． ：一
‘

1951年

春．全县组织起3000多个临时互助组．春耕后仍有20多个互助组坚持互助合作．

5月，本县农民开展“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土改八字运动。9月，进行土地改革，

至1952年11月基本结束土改，转入复查．

9月至10月，秋旱，全县受旱面积25万亩，致晚稻减产1400多万公斤．

1952年

2月，本县从番禺引进甘薯禺北白皮白心良种，随后在全县推广；同时期，从潮汕引

进狮头企花生种，逐步在全县推广种植． 0

春．本县开始使甩日本进口硫铵306吨； 。0

春，县举办互助组长训练班，总结交流经验．
’

是年．设立梅县示范良种繁育场．场址在扶太大塘肚．

1 9 5 3年
’

春，本县推广。五一。步犁代替老式犁．并推广使用进口过磷酸钙30．9吨。从此在生

产上开始使用磷肥． ，，

春．开展土改复查．随后进行查田定产，颁发土地房产证．

1 9 5 4年

春．试办梅西区虞白乡曾汉荣农业合作社，城南区龙坪乡红旗农业合作社．古塘乡第

一农业合作社．至秋收前后，全县分四批共建立了146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春．推广早稻抗稻瘟病良种“密早”．。瘦田粘。，取代。农校早”． 。一矾花”等
品种．

4月，县人民政府建设科成立梅县农业技术指导站，翌年改为技术室，主持全县技术

工作，负责人张淦贤．

秋，本县发生秋早．受灾面积13万亩，致晚稻减产粮食400多万公斤．

是年，梅县人民政府建设科分设农业．林业，水利、交通科．农业科长凌汉新．

1 9 5 5年

寒，本县从华南农科所引进早稻良种广场13号试种成功，随后在全县大面积推广．

春，全县春旱，从上年冬开始至4月均未下雨，历时217天，受灾面积25万多亩，全

县早造减产粮食1550多万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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