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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j-

日lJ 磊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四化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宿县历来以农为本，畜牧、水产兼备。盛世修志。编修

一部具有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农业专志，借以。鉴往知来打，

‘‘古为今用’’，是建设我县现{℃化农业的需要，也是全县广

大农民的迫切愿望。

遵照中央、省，地育关修史编志的指示和县委，县政府

钧具体部署，我们于1983年11月建立修志领导小组，抽调入

员，开展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和加工整理工作。经过分工编

写，历时三载，五易其稿，完成了我县历史上第一部农业专

志——《宿县农牧渔业志》的编写任务。

我们编写农业专志，是一次新的尝试，本着。略古详今”

‘韵原则，采取新的方法和新的资料，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_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对我县农牧渔业生产追本求源，

记述发展演变的过程和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为我县农业建

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料。

在本志编写过程中，由于机构改革和人员变动，领导和

‘编写成员几经调整。先后参加领导小组的有王本道、董克刚、

薛继军、唐醒吾、倪髑训等同志；参加编写委员会的有薛继

军，唐醒吾、倪明训、胡全士，俞殿启、邵元成，刘祥贞等

嗣志，参加编写的有唐醒吾、倪明训、俞殿启、胡全士，邵



元成、刘祥贞、蔡元太，刘围华、孙笑印、刘兴舟、刘祥龙，

张兴远等同志。他们有的参与拟定纲目或征集资料的工作，

有的编写数章，有的编写一章或一节，有的完成了初稿，有

的承担了增补和润色任务。其中编写最多的是俞殿启、胡全
士，刘祥贞、邵元成四同志。唐醌吾，倪明训二同志分别担

任主编、副主编，孙敏华同志担任缮写。唐醒吾同志负责全

书的定稿工作。

史无专志。编写新志，无章可循。加以我们视野狭窄，

知识浅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诚恳欢迎有关领导．

专家学者和农业战线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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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博采档案馆藏，文献资料，人文轶事，经过筛

选考证，去伪存真，务使志必有据。

二，本志篇目设计，采用篇章节层次结构，部分章节因

内容繁多，节下列目或设小标题。全志共分五篇、二十二章、

／L十一节。第一篇农业资源，第二篇农业机构，第三篇农业

生产I第四篇畜牧业生产l第五篇渔业生产。大事年表、农

牧渔谚和参考文献及书目，列在各篇的后面。

三，本志编年，上限1840年，下限1985年，记事凡145

年。大事年表则上溯至唐代。

四，历史纪年，唐宋元明清用旧纪年，民国期间用民国

宽年，均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用公元纪
年。

五、本志尊重事实，疏通历史，立足当代，突出地方特

色。所述内容，仅限于我局业务范围，列举数据，来源于省．

县档案馆，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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