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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2年1 2月，国务院总理李鹏亲笔题

词：“发展农机事业，振兴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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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中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蒋宗文题词： “大力发展农机事业，早日

实现中江农业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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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1 3日，中江县农机局局长魏

功金题词：“发展农机，振兴农机。”



2001年5月，中江县农机局局长刘剑题

词：“加快农机化发展进程，促进我县经济
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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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机械是

农业科技的载体。农机化事业的发展，促进推动了生产力的

’解放和发展。它的今天，是昨天的建功立业。

五十年来，几代农机工作者怀着伟大的抱负和追求，含

辛茹苦，为探索中江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路子和农机化管

理服务工作，呕心沥血，拼搏奋进，奉献了毕身精力。他们

孜孜以求，刻苦钻研，碘而不舍的崇高精神，是宝贵的财

产，我们将这些史实编撰成史志，奉献给当代农机工作者，

遗泽后继农机人。

农机化事业要加快发展，必须了解和熟悉农机化事业的

发展史，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凭借史料，方晓曲直。《中

江县农机志》正是为促进我县农业机械化事业进一步发展而

编撰的。全书尊重客观，内容翔实，历史沿革，脉络清晰，

观点明确，层次分明，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农机事业发展里程

中的经验和教训，是一本值得于读的史料书籍。它为宣传农

机化事业的作用和地位提供历史依据，为农机管理、农机服

务、农机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为继续研究探索我县农机化

事业的发展提供可靠资料，为磨砺陶冶农机人才提供教材。

五十年农机事业的发展，熔铸于农机志。编纂农机史



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这本书是五十年农机历程

的浓缩。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成果，为振兴中江农机

化事业和开创未来服务。“契而舍之，朽木不折，契而不

舍，金石可镂"。我相信：只要善于从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中吸取教益，我县的农机化事业定会加快发展步伐。

魏功金

二000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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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江县农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

坚持实事求是的编纂原则，突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更

好地为中江县的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民服务。

二、本志记述了中江县农机化事业的历史，发展与现

状，上起1949年，少数章节根据需要适当上溯，下止于1999

年。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农机具发展、农

机化管理、农机化服务、科技人员和科技奖励等部份组成。

四、本志采用记述文体、志、记、表共用，以志为主，

表一般安排在有关章节中。

五、地名、机构、单位名称，均按当时正规名称进行了

略写，如中江县农业机械局，略写为县农机局；中江县某某

镇(乡)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站，略写为某某镇(乡)农机站

等等。

六、农机化常用述语如：农机、农业机械、农业机械

化、农机具、动力机械‘排灌机械、耕作、运输机械、植

保、脱粒、播种、收割机械，马力／小时，千瓦／小时(1千

瓦=1．36马力)，拥有量、出勤率、完好率、负担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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