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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按照详近略远，‘

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着重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

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零陵地区畜牧水产发展变化情

况，对具有地方特色的畜禽、水产及产品和饲养经验作了专门介绍。

二，本志上限起自1940年，下限止于1991年，但对极个别情

况根据需要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设“概述”和“畜牧”、“水产”，“管理”三篇，

记述了零陵境内畜牧业渔业的历史沿革、畜禽鱼品种、饲料饲草，

疫病防治和饲养管理演变过程，全面记述全区畜牧业，渔业兴衰起

伏的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资料数据，大部分来源省、地、县各级档案馆和图书

馆，个别籍助于调查资料。数据来源，1949年10月前为图书馆、

档案馆摘录资料，以后为地区统计部门资料，统计部门所缺则用业

务部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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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零陵地区畜牧水产业历史悠久，明万历(1570)《正统舂陵志》

载，县令王虞撰《宰牛报应歌》，万历甲戍(1574)《正统舂陵志》

载，令尉陈应辰拟《鱼塘记》，说明当时畜牧水产生产已为当政

者所重视，而有所发展。清康熙年间(1654—1722)《零陵县志》

记载：“有禽类41种，兽类29种(注：禽兽包括野生和家养)”、

“邑民男女并耕，贫民或丧失牛，则以人曳犁，用力尤苦”。雍

正五年《道州志》载，“毛之属有：马、骡，驴、羊，豕．犬、

黄牛．水牛、山羊⋯‘鳞之属有：鲤，鲫、鲭，鳅，鳝、鲸，鳢，
彀、草鱼，白鱼。竹鱼⋯介之属有：龟、鳖、蚌，蟹等”。道
光五年《永州府志》载：“境内多稀牛(黄色)而少水牛，豕皆白，

鸡鸭亦畜饲”，到清光绪年问，宁远人乐联凯撰《宁远形势筹备

论》，提出限养猪禽的议论，从反面也证实了当时畜牧业已较发

迭。清道光《永州府志》记载“零陵鲫鱼出司马塘者，肥类大者，

径尺j城北饮马池，其源通江出鲫鱼小而鲜。多钓者”。清朝末

年，畜牧业渔业不振，耕牛减少，不少地方出现人代役方耕田景

状。
民国初．中期，国际市场需要大量畜产品，刺激了畜牧业的

发展。1933年境内出栏生猪74．349万头，存栏牛28．58万头，出

栏牛6．3947万头，养羊6．5351万只，饲养家禽出笼407．396万

羽，其中鸡出笼397．0389万羽。按1936年《湖南省志)《各县

生计资料》载：“宁远县畜牧养鱼收入约占农家收入的百分之四

十以上”。零陵县水产品产量为19500担，其中鱼类18525担，

虾贝类975担”。抗日战争期间，畜牧业．渔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民国54年(1945)，耕牛减少130743头，估价达915201万元。至

1949年存栏牛24．95万头，比1933年(下同)减少12．8‰猪出



2 、

栏38．43万头，减少48．32％，山羊0．37万只，减少42．4％，家禽

208．．5万羽，减少48．9％。1949年渔业养殖面积只有87983亩，

水产品产量只有2932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级政府对畜牧业渔业十分重视，

畜牧业、渔业迅速恢复和发展。1991年出栏生猪279．73万头，

比1949年(下同)增加6．27倍，存栏299．85万头，增加4．25倍；

牛存栏41．58万头，增加1．62倍，出栏3．01万头，增加2．2倍；

家禽年末存笼1704．34万羽，增加10．06倍i兔年末存笼1 3．9万

只，增加6．3倍；年末存栏羊3．78万只，增加IO．2倍；蜂2 03

万箱，增加2，52倍。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

年的12．9‰上升到1991年30．86％，提高17 96个百分点。1991

年肉类总产量达212470吨，比1949年增加12倍，人平占有40．52

公斤，比1949年增加33．22公斤。水产品产量1991年达38222

吨，比1949年增加12．04倍，养殖水面34．34万亩，比1949年

增加2．9倍。

1950～1991年零陵地区的畜牧业，渔业发展有起有伏。养猪

生产z 1950～1957年贯彻“私有私养公助”的政策，出现了第一

个盛期，存栏生猪平均年递增5．42‰出栏肥猪平均年递增3．77％。

养牛存栏年均递增4．2々％。家禽：1957年达621．35万羽，比1950

年增加1．82倍。渔业生产：贯彻“以养为主，养捕并举”的方针，

放养水面30万亩，比1949年增加3．4倍，水产品总产量达6887

吨，比1949年增加2．35倍。1958年，把社员养猪，养鸡、养鸭

收归集体，大办“万千百十”猪场，鸡场、鸭场，农业欠收，粮

食减产，饲料奇缺，至1961年，生猪存栏只有17．16万头，比

1958年的77．07万头，减少59．91万头；出栏6．9万头，比1958

年口2，24万头减少55．34万头，出栏率由1957年的100％下降到

180／o。年末牛存栏由1958年的25．58万头下降到18．4I万头，减

少7．17万头。养羊由1958年的1．5万只下降到o．93万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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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家禽年末存笼由1957年的621．35万羽，下降到509．19万

羽，下降18．1％。水产品总产量由1958年7924吨下降到6370吨，

下降19．6％。养殖水面1961年17．97万亩，比1958年减少30．3％。

这一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畜牧业、渔业下降最严重

时期。

1961～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恢复“公养和私养并举，以私养

为主”的养猪方针，1962年总结推广“公有私养”的具体办法，

全区养猪迅速发展。1964年出栏肥措65．38万头，比1961年增

加59．48万头，年递增75．45％。196．3咩末存栏牛28．25万头，比

1961年的27．1万头增加1．15万头。1963年的家禽存笼579．73

万羽，比1961年增长18．9％。自1963～1966年，全区畜牧业、

渔业稳定发展。1968—3970年片面强调集体养畜，忽视家庭养畜，

把社员家庭养畜养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生猪发展徘徊

不前，19713年还出现下降，但是由于及时采取措施，贯彻执行中

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零陵地区委员会、零陵行署明确规定鼓励社员养猪的

“划饲料地，补饲料粮，粮肥挂钩，返销油肉”等政策，并发展

了一批公有私养猪，集体猪场推广“一家班”，生猪生产下降局

面很快得到扭转。’1971年生猪饲养量209．79万头，比上年的

152．03万头，增加57．76万头。养牛，1971年末存栏31．24万头，

比上年增加2．1％。家禽，1971年末存笼698．4万羽，比上年增加

10．8万羽。水产品产量1971年达7342吨，比上年增加9．3％。

保障了市场供应，基本满足了人民生活需要。

1978年，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

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莽牛养羊，

积极发展集体养猪养牛养羊”的政策，建立健全渔业生产责任制，

特别是1985年藁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取销生猪，家禽．鱼派

购任务，放开生猪．家禽、鱼价格的决定．极大抽调动了农民羔



猪。养禽、养鱼的积极性，各种专业户、重点户象雨后春笋迅速

爱展起来，以养猪为主的畜牧业、渔业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蓝以来的全盛时期。1984年出栏猪比上年增加22．36万头，增长

尊．⋯58％,．．198,5年比1984年增加17．99万头，增长9．7％。尔后连年
上升■1b91年出栏生猪达279万头，比1978年的1 26万余头增长

曼．3倍，年递增6．3％。养牛，打破了自1964年以来徘徊局面，

1q8冬每饲养量35．74万头，比上年增加2．37万头，增长7．1％。

嘏即簪比上年增加1 61万头，增长4．5％。1991年存栏突破41

万头。比1978年的30．53万头增加11．05万头，增长36‰年递

峻2“4％。家禽存笼由1978年的801．89万羽，1991年增加到
1 7艘,!f14万羽，增加902．45万羽，增氏J，13倍。1 991年水产品

产量。38222吨，比1 978年增加27982吨，增长1．7s倍。养殖水

丽女，，34万亩，比1978年增加11，33万亩，增长49．3％。养羊、

莽蜂以及其他音牧业及其产品均有大幅度增长。

’：40余年的实践江明，除经营体制和方针政策这两种对畜牧业

渔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外，饲料生产和饲料供应，也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卣牧业渔业发展规模和速度。尤其是养猪，需要消耗较多的

绪饲料，与粮食生产关系十分密切。一般是上年度粮食增产，下

年度养猪增加，1950年到1991年的42年中有29个年度粮食增产，

节年度出栏猪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1971年粮食132．16万吨，

尊72年生猪出栏突破100万头，1978年粮食达169．255万吨，次
年牲猪出栏147．62万头，1988年粮食达228．79万吨，1989年生

猪出栏265万余头。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进步，推动畜牧业、渔

业生产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零陵地区的科技力量薄

弱，畜禽疫病严重，种类繁多，流行面广，损失严重，尤以牛瘟

最为猖獗，次之猪瘟，每年都有大批猪，牛、禽、鱼死亡。中华

入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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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科学技术推广机构，培训人员，壮大队伍，推广新技术。

到1991年境内全民事业畜牧兽医单位12个，乡镇建立集体所有

制畜牧兽医站429个，并培训大批不脱产的畜牧防疫人员和水产

人员。全区有中专以上的技术干部387人，其中畜牧兽医技术干

部304人、集体畜牧兽医人员1621人、畜牧防疫人员1725人，

形成地．县．乡、村四级服务网络。为了加强畜牧兽医队伍的建

设，1988年省人民政府确定将乡(镇)畜牧兽医站纳入县办大集体

管理，将原吃定销粮的全部转为城镇户口，吃国家统销粮，解决

了境内畜牧兽医人员的后顾之忧，调动了积极性。经过40余年的

努力，防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各

级畜牧部门把工作重点放在控制消灭牛瘟。广泛开展防疫免疫，

实行综合措施，1952年后牛瘟得已灭绝。60年代以来，开展以防

治猪瘟为主的防疫工作，生猪的死亡率逐年下降。1983年后猪的

水泡病再没有发生。其他畜禽疫病和鱼病防治与研究工作也取得

较大成绩。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上来，畜牧．水产科学技术的推广进入了新的阶段，由单

一的防疫治病，发展到改良品种，改革饲料和改革饲养方法等综

合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同时加快商品基地建设，1979年后建立9

个畜禽良种场，7个鱼苗鱼种场。在推广良种的同时，加强本地品

种选育，广泛利用地方良种，开展杂交优势利用，推广牛的冷冻

情液配种，开展运用猪的人工授精技术。建立永州，蓝山，祁阳

和东安商品瘦肉型猪生产基地，建立道县．宁远．蓝山、东安、

永州养鹅基地以及东安．双牌养羊基地，祁阳，东安、零陵在1980

年定为丘陵山区渔业重点县。推广了鱼类人工繁殖、池塘养鱼综

合技术和稻田养鱼．网箱养鱼。推广了配(混)合饲料养猪养禽养

鱼，畜禽鱼数量增多，质量提高，1992年，生猪出栏率由1980年

的86％提高到109．5％肉猪瘦肉率由38％提高到48％以上，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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