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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甘九E1)

在座的都是搞农机的，你们要终生立志于此。

——周恩来(_九六九年在全国农机修理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

机械化可以提高生产力◆ ，

——江泽民(二九九二年六月)

发展农机事业，振兴农村经济。
——李鹏(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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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陵地区志·农业机械志》从撰稿到成书，几

经修改．今已问世。这是我区农机战线广大干部职工

的一件大事。
’

Z

《零陵地区志·农业机械志》的全部编写工作是

在编纂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零陵地区地方志办

领导的热情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史料不全和行政区

划的多次变更，给修志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由于

部署得当，修志人员艰苦努力，各方鼎力支持，历时

两年半，志书终成。在此，谨向修志作出了重大贡献

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

《零陵地区志·农业机械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零陵地区农机化事业发展的历

史，资料详实，考证周密，记述准确。可称信史。这部

志书证明：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出路。
‘

．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

农业机械化是二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横跨各行各

业，涵盖大农业，农机部门是一个重要的涉农部门，



它面向农村市场，服务高产、优质、高效农业。40多

年的历史证明，农机化事业受到重视的时候，农业和

农村经济就有大的发展。反之。农机化事业冷落的时

候。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就要受到严重的阻滞。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愿我区农机化事业在总结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到稳定、协调、健康的发展，为

加快农业现代化，为建设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

农民致富奔小康作出更大的贡献。

刘才卿

1994年12月20日



编纂说明

’一、《零陵地区志·农业机械志》如实和系统地记载零陵地区

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历史．
’

二、本志用现代语体文，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重点略一

般’’的原则，用横排纵写的方法进行编纂，上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日，并有所追溯，下限1991年底，全志分8章26节，共10万

余字。’ ，

三、本志主要参考资料有：历年零陵地区农机化档案；《湖南省

志·农林水利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出版)；《零陵地区二000年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地区农机局

1989年元月编)#零陵、祁阳、宁远等县农业机械志l衡阳市农业机

械志等．为力求真实、可靠、体例一致，文字准确，对搜集的有关资

料经甄别后，方予采用．

四、附表资料来源，凡未说明的，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历年地区农机统计报表(其中，1974年以前的为地区农业机

械管理局汇编的零陵地区农业机械化统计资料11974"--1978年为

湖南省农业机械统计年报；1979"--1983年为湖南省农业机械统计

年报表；1984"-1991年为湖南省农业机械化经济统计年报表f

1974年起的报表制表机关为湖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后至1982年祁阳县农机统计报表(该县1983年起，

从衡阳地区划归零陵地区管辖)，个别有误的原始数据进行了订



正，无数据用“一’’表示，缺数据用“⋯”表示．

， 五、本志中各年代农机机构、人员职务都采用当时名称；各种

产值、购销金额等，未加说明的，均为当年价。

六、在编纂本志过程中，承蒙零陵地志办的具体指导，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由于历史的原因，本区农机管理机构变动频繁，资料散失甚

多，加上编纂人员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农机界同仁

和各方朋友批评指正．
‘”

j 编者19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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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l

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零陵地区农业机械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发展迅速。 。～‘

50年代，主要以修旧更新为主。恢复和发展传统的中小农具，

同时积极引进与推广改良农具并进行农业机械化试点示范。1950

"．'1952年，全区农户由国家资助添补生产工具和新增加农具共1．

2万件。1951年零陵县桃江农场引进一台日本宜森型汽油机改装

成煤气机抽水抗旱，为全区拉开了农业机械化的序幕。1953"--1956

年，除适当补充中小农具外，进行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农机具示范

推广，全区有55墅新式步犁，畜力四盘耙、钉齿耙、喷雾器，人力打

稻机、红薯刨丝机等农机具5万多件．1956年，在零陵蔡家乡首建

国营抽水机站． ．· ，．

1958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和发展

．农业机械化的。三主方针’’(即农业机械以小型为主，制造一般以地

方工业为主，购买以集体经济力量为主)，成立衡阳专区农具改革

办公室，一方面指导群众进行农具小改小革，一方面积极筹建国营

拖拉机站．同时还大力推广半机械化农具和改良农具．

60年代，全区农业机械化有了初步发展．祁阳、零陵、道县、东

安、江永、江华、宁远、新田等县兴建国营拖拉机站和23个国营机

电排灌站，使农业机械由人畜力手工机械，开始向动力机械发展，

但仍以半机械化为主．1962年，东安县农具研究所唐云对旧式筒

+年进行五项改革，称。五改筒车一，在省内推广2万多部，获得较好

／7的经济效益。1963年6月，全省在东安召开新式提水工具现场会，

重申“农业机械化与半机械化、改良农具同时并举，最近几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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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主”的方针．1964年，道县被选为山区推广薪式农机具的联系

点。地、县相继成立半机械化农具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日

常管理机构，加快全区农业机械化的步伐．1966年，零陵县被列为

全国100个农业机械化试点县之一．是年，农业机械有较大发展，

全区推广耕作脱粒机械33996台，植保机具963台，提水机械

9215台，农村运输机械1261台，其他机具90214台(件)，到12月

底，耕作脱粒机械共30类，总保有量613074台I植保机具6大类

共2454台(件)，提水灌溉机械7大类共13158台；农村运输机械

3大类共5358台，其他机械37种共534563台(件)．1967"-'19．70

年，全区净增人力打稻机32509台，喷雾器46897部，碾米机等加

工机具5690台．
‘

70年代，为全区农机化全面发展时期．此期间，积极发展小动

力机械，推广农田排灌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推广植保、插秧、脱

粒二-表村运输的机械化与半机械化机具。：在发展机械化机具的同

时，结合推广半机械化、改良农具和发展大牲畜．1971""1979年，

全区发展动力机械(包括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等)9821台、

99324千瓦；排灌机械(水泵、水轮泵、喷灌)13090台，动力插秧机、

脱粒机、喷雾器等机械6679台，农副产品加工机具15601台．

80年代，全区有步骤、有选择地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这期间

随着农村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与健全，按照“有步骤、有

选择地进行”和“机械化、半机械化、手工工具并举，人力、畜力、机

电动力并用，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什的方针，着重发展效益

高，经济适用的小型机械化农机具，诸如小拖拉机、小电动机、小柴

油机、小水泵、小米机、微型水力发电机、水田耕整机及半机械化的

人力打稻机、人力喷雾器，人力真空井泵等机具。

1989年，零陵地区列入湖南农业综合开发区．全区利用农业

综合开发投资和贷款568．62万元，购置铲运机、装载机、翻斗车等

大型机械设备27台(套)、7500千瓦，建立7个机械化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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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购置排灌机械1038台、6310千瓦，组建212个抗旱服务队。3

年中开荒19万亩。土改田5万亩，中低产田改良、抗旱灌溉和兴修

水利工程等工作量的70％由农业机械完成。截至1991年止，全区

拥有农用总动力85．4万千瓦；各种机械化、半机械化农机具达

114万余台(件)；农用汽车6837辆。1991年，全区机耕面积达

185．8万亩，占水稻播种面积的31．7％；机电灌溉面积182．3万

亩，占水稻播种面积的31．1％；加工农副产品175．42万吨，粮、

棉、油的加工和谷物脱粒，植物保护等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

械化；机械运输40588．04万吨公里，约占农村总运输量的70％以

上I农业机械化作业服务总产值3．37亿元．农业机械化在调整农

村产业结构，促进劳动力转移，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动，抗御自然

灾害，帮助农民勤劳致富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机械管理机构变化频繁，但总

的来看，对促进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仍起了很大的作用．1976

年零陵地区农业机械管理局成立以后，各县市也相继成立了农业

机械管理局，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机工作的领导。农业机械的使

用、科研与推广、人员培训、物资供应、维修保养与安全监理等项工

作相应地得到了加强．到1991年底，全区农机化技术队伍发展到

近lo万人，其中地、县市农机管理干部1065人，区(中心)农机管

理服务站17个，职工105人，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336个，职工

798人，村组建立农机服务队(组)692个，共1633人。地、县市农机

研究所(推广服务站)12个，有职工106人，其中科技人员54人，

还有农机化学校12所，有教职员工112人，其中教师。59人。地、县

市农机供应公司12个、职工713人，年销售额达4390万元．此外，

j丕有县级农机修配厂5个，职工247人；国营拖拉机站5个，职工

，94人．区、乡镇农机修理网点602个，拥有职工3549人，修理专业

户(组)396个、2630人j
’

42年来，全区在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的过程中，虽然曾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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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地追求速度，忽视经济效益问题，担总的发展是较快的、健康

的，为零陵农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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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91年霉歧地区备甚审农机总动力分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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