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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石泉县农牧志》脱稿问世，令人欣喜。这是我县第一部农牧

部门志，它记述了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与变革，反映了农

牧事业在发展历程中的兴衰起伏和得失成败；记述了农牧事业机构

的发展与变迁；追记了农牧系统建国后三十八年来在发展农牧业生

产中的大事件。可谓是今世之用，传世之作。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县农牧业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道

路，经验教训十分深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一靠政策，二

靠科学的方针指引下，农牧业才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农民

生活初步得到了改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展望未来j我县农牧业生产潜力很大。我们面临的任务，必须

深化改革，强化农业，以振兴农业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发展。

我们编纂的《石泉县农牧志》愿以它比较丰富的内容和翔实的资料，

供研究、认识、振兴石泉农牧业，提供一些依据，作出一点贡献。

我县农牧事业历史悠义，但旧《县志》涉及的资料极其贫乏，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许多资料被毁坏丢失，给《农牧志》

的编写造成极大困难。经过编辑人员的辛勤工作，查阅档案，走访

口碑，座谈考证，在征集到八十余万字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八万

多字的《石泉县农牧志》，完成了这件意义深远的精神文明建设工

程．虽已修志成书，但舛错疏漏，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杨 德廉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序言作者。系石泉县农收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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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石泉，位于陕西省南部，安康地区西北部。北跨秦岭，南跨巴

山．一条汉江将全县分为北秦、南巴两大部分。县境东南与汉阴县

接壤，西南与西乡县毗邻，西北与佛坪、洋县交界，东北同宁陕县

相连。东西宽42．75公里，南北长63．05公里。总面积l，525平方公

里(折228．75万亩)。整个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分为中山、

低山、丘陵和山间谷地四种类型。山多坝少，高差悬殊，一般海拔

400—l，400米，北部的云雾山，海拔2，008米，为境内最高峰。南

部的石泉咀海拨332．8米，为境内最低点，相对高差l，675．2米。本

县山地起伏，地形地貌复杂，一般秦岭南坡山地较陡，切割较深；

巴山北坡山势较缓，峰顶多在l，300米以下；中部汉江沿岸各地，

池河，饶峰河下游，是串珠式河谷小平坝，通称石泉(古堰)、

马池盆地，东西长约36公里，南北宽约3公里，是本县农业生产的

中心。

石泉，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区，大陆性湿润季风气侯的特征比

较明显，特别是夏季湿润季风所形成的高混与多雨季节配合，给农

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石泉，农作物种类繁多，粮油品种资源丰富，禾谷类有水稻，

苞谷．小麦、大麦、燕麦等，豆类有黄豆、小豆、绿豆、豌豆、胡

豆、打豇豆，巴山豆、扁豆等；薯类有洋芋、红苕等；油料类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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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花生、芝麻，蓖麻等。本县由于适应多种自然条件的结果，粮

油品种丰富多样，据1982年调查，有各类农作物品种288个。其中

苞谷品种75个，小麦品种54个，水稻品种83个，红苕品种l 3个，洋

芋品种35个，黄豆品种21个，油菜品种7个，按品种类型划分，农

家种1 29个，占总数的44．8％；改良种l 18个，占总数的4 1 a／o；杂交

种4 1个，占总数的14．2％。畜禽种类主要有猪、牛、羊、鸡、鸭、

鹅、兔等，地方品种占优势。

今日石泉全境划分为6个行政区，1个县辖镇，28个乡(镇)，

265个村民委员会。

(二)

石泉，建国38年来在推广农牧业先进技术、普及农业科学知识

及粮、畜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农作物良种在生产中由点

到面逐步推广应用，主要农作物的良种面积占到80％以上，其中杂

交水稻、杂交苞谷、杂交油菜面积分别达到2．34万亩、4．99万宙和

0．28万亩，推广绵阳系统小麦良种面积扩大到95％以上。畜牧业优

良品种也在较大范围推广开来。一大批先进的农牧业科学技术，在

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如农业方面的合理密植、支堰灌溉、两段育

秧、配方施肥、地膜苞谷、畜牧方面的人工授精、人工孵化，配合饲

料、科学饲养管理等，有力地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1987年农

业产值25’o万元，比l 949年(下同)增长1．57倍，粮食总产量

53650吨，增长99．26呖，油料总产量2525吨，增长13．84倍。牧业

产值1 030万元，增长4．I 5倍，生猪存栏69，928头，增长3．9倍，耕牛

存栏14，01 7头，增长77．09％，山羊1 5，633只，增长3．02倍，人民



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建国以来，由于本县土地脊薄，农田水利建设发展不快，抗灾

能力十分有限，加之极左路线的干挠，农业生产水平仍然较低。今

后在粮食生产上，只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基本路线坚持不

懈地新修旱涝保收基本农田，有计划、有增产措施地退耕陡坡地，合

理利用耕地，进一步普及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改革耕作制度、改

进栽培技术、实行间作套种、增施肥料、搞好病虫防治，农作物产

量必有较大幅度提高。石泉，地处南北过渡地带，自然条件优越，

饲草资源丰盛，据普查，境内有各类草场面积75．7 l万亩。其中整

片草场52．86万亩，可利用草场68．“万亩，牧草种类繁多，共有73

科，243种。其中有利用价值的2 14种，占88。01％，按国家标准属

二等二级，草质良好，再生力强，生长旺盛，平均亩产草7 01公

斤。饲草饲料总量常年59．5万吨，可载畜44．35万个羊单位，目前

利用率只有一半，发展畜牧业，特别是以牛、羊为主的草食牲畜潜

力很大。

综上述，石泉无论农业还是牧业，发展潜力仍然很大，只要因

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石泉农牧业未来、前程似锦。



第一章生产关系变革

第一节封建生产关系

石泉自公元552年西魏置县到1 952年土地改革前漫长的历史时

期，一直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统治整个农村。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少

量雇工耕种，大部租给贫苦农民，坐地收租，不劳而获。富农除自

耕外，有一部分土地出租。自耕农的中农，有少量土地，耕畜，自种自

食，聊可度日。广大贫雇农不仅受地主的地租、高利贷、雇工等经

济剥削，而且还受苛捐杂税和抓丁支夫的剥削和压迫，生产和生活

十分艰辛。民国三十年，《石泉经济报告》中写道：乡间农民则粗

衣恶食，不能暖饱者十居六、七。据中池乡东红村，从l 94 1年到解

放时统计，全村有80户，有土地1，07 6亩，l 4户地主就占有土地的

62％；贫雇农为地主扛长工，打短工的就有61人；生活被迫外出讨

饭的11人，被国民党打死逼死的l 9人；因不愿为国民党卖命当壮丁

而刺瞎眼睛的5人，剁掉手指头的6人，放脚筋的1人。可见其一

斑．

一．土地占有

据民国三十年《石泉经济报告》关于地权分配：公有占9％；

地主占38叻；自耕农占25％；佃农占28％。据石泉县人民政府1 952

年统计，土改前，地主占总人口的7．68％，而占有土地却占全县总

数的46．6％；半地主武富农和富农占总人口的4．74％；而土地却占



总面积的儿．24％；贫雇农占总人口的43．45@3而占有土地只占总

面积的6．98％。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是贫雇农的8．284t，而地

主，富农的人口只是贫雇农人数的35％，详列下表。

土改前耕地占有情况统计表
表l

户 数 人 口 耕 地
备

阶 层 占总户 占总人 面 积 占总面 人平面
户

数(％) 人 注
口(％) 石 稞 积(％) 积石稞

贫雇农 10，916 53．6l 59，699 43．45 13696．71 6．98 0．345

中 农 6，432 31．79 35，930 39．33 48456．991 2d．7 1．349

富 农 556 2．74 4，294 4．74 22044．039 11-．2 5．13．t

地 主 1，066 5．296 7，023 7．68 91385．866 46．6 13．012

其 他 1，258 6．564 4，408 4．8 20394．652 lO．4 4．626

合 计 20，228 91，354 ’195978．259： 2．145

注：水田每石稞折合1亩，旱地每石稞折合约2亩。

二、租佃关系

地主利用其占有大量的土地，出租给贫苦农民收取地租是残酷

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地租：农民俗称“稞子"。石泉地租率一般

是根据田、地种类和土地肥力程度而定，有对半分(地主，佃户各

半)，四六分(地六佃四)、三七分(地七佃三)等。丰收年景，

交租后部分农民尚可敷口，且部分农民仍食不饱腹。倘遇干旱，水

涝，风雹等自然灾害，全部收成不足交租，有的只好备丰厚礼品向地

主求情减、缓、免；有的只好外出卖工或借债交租。有的只好饥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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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离．逃荒要饭。

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时，首先还得向地主交清一定数额的押租，

农民称之为“佃手"或“扯手"。 “押租，，的多寡、视其田，地的

种类，数量和地力程度而议定，一般情况下， “押租"要占年租额

一半以上。佃户在交清“押租”后，方能“入庄"。

三、借贷关系

民国三十年《石泉经济报告》写道：通常每年借贷百元，到期

除归还原本外，另以所收之粮一石或一石五斗作为予息。石泉农村

高利贷剥削主要形式有： “大加一"，即每年利率为1 00％； “加

五"，即每年利率为50％； “子利’’即按期还不起，然后利上加

利，农民俗称为“荞麦棱子利”、“利打滚”； “买空仓，，，即在农

氏青黄不接时，被迫忍痛将庄稼的部分或全部折产低价支卖给地

主，折价标准：一般是谷物价的一半。收获后如数交清。如付不起

即加利一倍； “印子帐”系短期借贷。有一月为期的，有一场

(3天)为期的。如每借1 00元到期还200元，还不起下月再翻；

“抵押”，即农民在生活困难时，需借地主的钱粮，不付利息，而

以土地抵押。每年种出的粮食80％交给地主，到期仍还不起债者，

即将土地卖给地主。

据1952年土改时全县统计，放高利贷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

共609户，借贷的贫苦农民3048户，借贷的粮食共l 01 61．19石，银

元12348．7元。

·注：大米、苞谷每石-450斤、稻谷每石330斤。

·6·



第二节土地改革

本县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经历了“反霸减租"， “土地

改革”， “查田定产，，三个步骤。

一、反霸减租

反霸减租是土地改革的前奏。1 950年12}2至1 951年春，根据西

北军政委员会关于农村减租办法的命令，在全县结合反霸进行了减

租。按规定不论是定租还是活租，一律实行了减租额定为25％，即

“二五，，减租，减租后的租额最多不得超过当年总收获量的37．5％。

在减租的同时减缓了各种债息。据城关、马池、银杏，饶峰四个区

的统计，地主、富农出租户863户，原租稞石数9238．7石，共减去

租稞4984．2石。

二、土地改革

土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1 95 1年11月全面

铺开到1 952年5月胜利结束，历时7个月。首先成立了以安桂槐为

主任、亓雪峰为副主任，1 1人组成的石泉县土改委员会。整个运

动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从1 95 1年11月开始，l 952年元月结束。全县

共组织3585干部，在3个区31个乡(包括古堰渡川两个试点乡)

开展工作；第二期从l952年3月开始到5月结束，共组织3 1 5名干

部，在3个区30个乡开展工作。土改中共斗争地主、恶霸、反

革命分子657名，经法庭公审判刑的46名．罚劳役和判处管制的7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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