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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克石市农业志》的问世，是全市各族

人民，‘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一件大事，一我们深

感欢欣鼓舞。
。 ’

。 建国前牙克石市的农业生产，几乎是一张

白纸，而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关于发展农业生

产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全市广大农民和

农业工作者遵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

这张白纸上开始绘制兰图。经过四十来年的崎

岖、坎坷、艰苦而光辉的历程。先是以笨重的人

力、农具和畜力开荒种地，小面积的种植一些小

麦和蔬菜作物，而后又在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

破旧机械的基础上，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机械化，

直至八十年代的今天，我市的农业生产得到了

空前的发展，机械作业程度，除国营农场外，

也可居全国先进行列。农业总产、单产和产值

亦创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方针指引

下，我市的农业生产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直到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一直从事在农业生产的领导岗

位。 亲自经历了各个时期农业生产关兼的交

革。目睹三十多年来我市农业生产所取得的辉

煌成就，感到曲衷的高兴。

’《牙克石讳农业志》恰是记述了建国以来
四十年我市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就，全面系统

地反映了农业生产起步、发展，壮大的历史和．

现状。本志的编纂成书，是牙克石市志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一项比较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

农业局的领导很重视这项事业，全体编辑人员

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这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的工作。这是值得庆贺的。值此，我代表

市党政领导向农业局和全体编纂工作者致以亲

切地问候和衷心的谢意。

本志的编纂成功，将标志着我市文库中又

增添了一页光彩的史绩。它不仅能指导我市农

业生产的现实和未来，而且也将给我市农业战

线上的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史料，使他们继往

开来，发扬光大，去攀登农业科学高峰，以实

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党、为祖国，为

人类做出贡献。

一九八九年八月三十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 一．‘’．- ： ·“ ‘。一。7一’j ⋯：： 一7—1

‘
‘●

●

。 ’ ’ ’

-_’。·。～·’
瘸’y‘’辑’甏_明～·

一

· ， ，’，
’ “ ’’

j’ ，¨k
● ’

- 、／

’：’“、．．’·+一．·’，， ·-· ．．一·，‘
二：．《：牙克石市农业志》的编纂工作，‘是由于
市党政领导的亲切关怀，各有关部门．的热情支
持， 编辑人员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劳动而问世

的。
7

‘

一、本志是一部记叙牙克石地区由史从事

农业生产起步、发展、壮大全过程的综合性史

料。本志各部分内容不划统一上限，下限断在

l 9 8 7年个别内容到1 9 8 8年。 ，

二、本志内容包括了《农业资源》、《农

业生产关系变革》、《机构沿革》，《种植业

发展》、《经济状况》、《种子》、《农业机

械化》、《农场》、 《多种经营》《农民教

育》、《农业杂记》、《人物》等部分。全志

共十二章、四十八节。此外志前概述，志后有

农业生产大事记并附有编后记均在本志中。

三、本志的撰写范围包括市属地方农业、

林业系统农业、国营农场三大系统从事农业生

产的历史和成就．记叙一般均以农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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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一兼顾其它或农业有关的行业。

⋯四、 本志文字资料的索取， 主要取材于

《牙克石市情》(于明恒主编)l 9 8 7年版

本，还参照了《牙克石市农牧业区划》1 987年

送审稿，．《中共牙克石市组织史》、《喜桂图

旗地名录》，《昭和九年原龙三、关于兴安北

分省三河地方及牙克石附近一般经济情况调查

报告》。历史性的文字与数字参照了市档案局的

一些有关文献，数据资料以市统计局《统计年

鉴》为全口径依据，并参照了内蒙古大兴安岭

林业勘察设计院关于土地面积考察资料， 此

外，还进行了多方、反复、大量的采访工作。

五、本志的人物部分，是遵循史家通例，

生不立传，所列人物均系合作化以来多年在农

业生产领导岗位上的一些对我市粮油生产起骨

干作用并有较大贡献者。

，六．本志为全面叙事，各章节在文字或数

字上均有重叠之处。然而均系全口径的，并以

真实、可靠地文字，数据为准。望在阅读中全
面思析。

陈焕森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勘 误 表
由于校对疏误，特更正如下。

’

题 页数 行次 正 误
正文 2 2 4 猎 -猪 ．

表 5 0。| 1 196Ll 一】983
正文8 3 3 定子 子定

∥ l 1 1 1 2 我市 我农
，， 1 1 1 倒4 面积 市积
∥ 1 1 5 倒4 草地螟 草地蝎
∥ 1 1 5 倒6 拔节 拨节
∥ 1 1 7 倒9 得以 得至 ，

，， l‘2 1’ 8 产量 广量
，， l 2 l 倒8 莴笋 蒿笋
，， ’

l 2 7 倒4 壮苗 状苗
节 1 8 0 7 产业 ‘产展

正文 1 8 O 倒1 1 为辅 为铺
。

，， l 8 l 1．．异常 异军
，， 1 8 l 倒1 l 劳动 农动
，， 1 4 8 倒5 1984年．】984种
，， 1 4 5 倒3 历经 历终
，， 1 4 6 4 少了 少了，
，， 1 4 7 1 l 400万公斤400公斤
，， 1 4 8 l 2 早稻 即稻
，， ‘1 5 5 倒7 轮式 输式

一，，． 1 7 l 倒6 覆盖机 覆盖，机
，， ’l 7 7 倒3 商品粮 商品 ·

，， 1 8 2 倒5 ．年来 年来
／， 2 O 6 倒6 多种 种
，，． 2 o 8 倒1 o‘及土篮 等及土篮

正文 2 l 3 倒7． 文盲 文盲例
，， 2 2 5 ‘ 7 提前’ 迟缓 。，

一 ∥ 2 2 5 1 o 夏至 至夏
，， 2 3 0 倒6 农田 积田
／， 2 3 4 1 0 大队 人队
，， 2 3 8 倒1 社员 队员
，， 2 4 3 8 农工会 农工后
∥ ．2 4 8 倒1 ·清算 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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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克石市地处大兴安岭林区。农业资源丰富，自然条件

优越，辽阔肥沃的土地，大片的天然草场和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是发展农，牧．付业得天独厚的地方。

牙克石市农业的发展，是建立在较先进的具有一定规模

的基础上。由于受自然条件所限定，无霜期短，作物单一，

但又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土地规模大(土地轮作)，机械化

程度高。并具有一支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农机队伍，是发展农

业生产的一大优势。

新中国成立前，早在l 9 0 8年中东铁路(滨洲线)通

车后． 就有一些俄国人进入此地。 并有少数俄国人在什瓦

拉．尼格莱夫和免渡河一带种植少量的麦类作物。1 9 2 0

年以后，随着俄国人不断增加，种植面积相应扩大．1 9 8 1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后， 于l 9 4 2年在牙克石、免

渡河，博克图和大雁附近开办了五个农场(开拓团)，每个

场(团)均种8 0 0 0—5 0 0 o亩麦类作物，由于耕作粗

放，农业生产水平低下。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开发虽然较晚，但由于变革生产关

系，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发展农业机械化，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等给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粮油种植业、畜牧业．林业、

乡镇企业都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粮油生产有了

突破性的发展，成为我市国民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总

产值1 9 8 7年已达8 9 3 l万元比I 9 7 9年的221 5万

元增加4．2倍， 为1 9 4 9年的1 7．5倍。农民收入达

·l’



到5 8 7元比1 9 7 9年2 3 3元增加2倍多，从事粮油生

产的农民人均收入达3 6 9 l元，劳均收入14763元。

建国三十八年来，我市粮油生产、农机具改革有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建国初期耕地靠牛、马， 弯把犁， 播种靠人工

(大把撤)，收获用钐刀割，脱谷用石滚的耕作方式。从五

十年代末开始使用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外破旧淘汰机械。

六十年代初，由于机械不配套，有的镇则采取犁后喘的方式

翻地，有的用一台拖拉机后边牵引1 8个木制弯把犁。后在

国营农牧场示范和影响下，开始使用国产机械，大搞开荒，

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农业机械逐年增加，机械耕作水

平逐年提高，到1 9 8 7年止，在全市1 1 4个承包组(家庭

农场)和三个国营农场所属的各承包组所经营的l 1 2万亩

地，每年耕种6 0余万亩土地。拥有各种农业械械2 8 7 4

台，机引农具1 5 4 1台，农机总动力为9 8 6 8 7马
’

力。粮油生产已实现全面机械化。从翻地到播种、施】9巴，灭

草、收获、运输，入仓等机械化程度已达9 8％以上。每个

从事恨油生产的劳动力生产粮6万余斤，粮油生产商品率达

90％以上。全市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和普及程度在全国范围

内都是少有的。同时由于受当地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条件的

影响，形成了本市农民全部居住在城镇内，远征种地，耕地绝

大部分都远离城镇十几里，几十里，远的上百里以上。据中央

，有关专家学者来我市考查认为：牙克石的农业生产形式可与

西方农业发达的国家相媲美，这是我市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

三十多年来，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几经曲折，大体可

分为四个阶段。 ． ．

第一阶段： 5 0—6 0年代， 是我市粮食生产兴起时
』

·2。



期，土地面积极少，集中分布在几个镇内，是以解决自食为

主的自然经济，耕作粗放，技术力量薄弱，农机具以陈旧的

．外国淘汰的农机具为主，且不配套，靠广种薄收，抗御自然

灾害能力差，亩产仅在1 0 0斤左右徘徊。尤其是在文化大

革命期间， 全旗农业受运动的影响， 农业土地播种面积增

加，而产量下降。1 9 6 5年播种小麦1 4．8万余亩，l 9

6 9年上升4 2．3万余亩，是1 9 6 5年的2．8倍，其产量

l 9 6 5年为8 7 8万公斤，而1 9 6 9年粮食总产量1 5

4 8．5万公斤， 粮食增长仅1．7倍。文化大革命的十

年，人均收入为2 0 6元，比1 9 5 7年减少了6 8元。 ，

第=阶段：七十年代，是我市粮食大发展时期，经多年

实践， 培养出一批有生产经验和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农民队

伍，成为生产的骨千力量。同时以更新国产机械为主，农机

具基本配套．．开始进行大面积开荒。人民公社集体总耕地面

积由6 0年代初的9万余亩发展到7 7万余亩，增加8侃
由传统的粗放耕作方式，t开始向科学种田方面迈进。单位面

积产量逐年提高， 但发展的很不平衡， 个别镇由于使用良

种，化肥、灭草、割晒等增产措施， 高产地块曾达4 O一．o

斤，全市平均单产1 5 0斤左右。由于在‘乞农业学大寨弦，

“以粮为纲’’左的思想指导下，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

展， “大锅饭黟的分配体制， 鼍大帮轰"的经营方式，生产

效益仍然很低。 ，

第三阶段：1 9 7 9年至1 9 8 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是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经历了“统与分"“公与

私，，的斗争。从小队核算、单车核算，搿五定一奖”，“计件

包干弦，直至落实了以联户、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承包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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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废除了阻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成立了新的

经济组织，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为我市农业发展

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时期，落实承包责任制以后，一部份

农民长期习惯了依靠集体，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些农民

从事乡镇企业、牧业和经商等，又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挫

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大面积耕地承包不下去，8 7万亩

土地，只承包下去3 3‘万亩，出现了粮油生产下降的趋势。

第四阶段：1 9 8 5年至1 9 8 7年j是我市农业历史

上的新阶段，山于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了党在农村各项现行政

策， 农民种田积极性空前高涨， 出现了粮油生产一年一大

步，农民收入一年离于一年的新局面。l 9 8 5年全市小麦

平均单产2 4 6斤，实现了十几年小麦平均单产2 0 0斤的

奋斗目标。1 9 8 6年和1 9 8 7年垒市小麦平均单产都突

破了3 0 0斤。丰收吸引了广大农民，粮油生产承包组不断

增加。这个时期也是蔬菜生产的新时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

整，商品经济的发展，蔬菜保护地生产这一新兴技术措施得

到迅速发展。不仅为农民致富开辟了新门路，同时也繁荣了。

市场，为解决岭北广大城镇居民职工吃菜问题做出了贡献。

自一九八五年以来，农民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粮油生

产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景象。1 9 8 7年粮油生产创历史最高

水平， 小麦总产量r l 6 5 2万斤比1 9 7 8年增长了

3 6．7 O，单产1 9 8 7年为3 7 4斤，比1 9 7 8年增长

了2、6倍。由于粮食单产、总产持续上升，农民收入不断

提高，全市农业生产生机勃勃，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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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农业资源

第一节土 地

土地是地球表面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活动的场所，是农

业生产的最基本生产资料。 牙克石大地在漫长的历史年代

中，经过历次地质构造运动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人类对土地

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和改造，形成了今天土地资源的结携和

格局。据l 9 8 1年内蒙林业勘察设计大队±壤普查，全市

土地总面积为2 7 7 9 0 4 3公顷， 其中农业用地为

8 7 5 5 1．公顷，占3．2％，林地面积1 854 414公顷，

占6 6．7％， 荒山荒地面积3 6 8 9 3 1公顷，占土壤

面积的13．3％，沼泽地面积4 3 9 7 2 O公顷，占15．8％。

牙克石市土地资源特点是：资源丰富，面积大，利用率

低，利用不均衡，土地利用结构的区域差异明显。全市人均

占有土地1 0 5亩， 人均占有林地7 0亩，人均占有耕地

3．3亩， 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占可耕地2 0 4亩，其中占耕

地2 9亩。在土地资源利用上，由于经济基础和技术水平限

制，土地利用率很低，而全市土地瓷源丰富，蕴藏着极大的

生产潜力。

土地资源除数量外，质量也是开发利用的重要依据。据

1 9 8 1年全市土壤普查结果。全市共分六个土类，1 8个

亚类，2 6个士属，8 0个土种，其中自然土种2 2个；全

市土壤以寒温带的地带性土壤及棕色针叶林土为主。

棕色针叶林±，面积为1 0 6 8 8 3 7公顷，占总土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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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土类。包括3个亚类，

，1 3个自然土种，集中分布在大兴安岭北段，海 ’

一l 6 0 0米之间，以楔形向南。这种土壤往上分

布是土层不发育的岩屑堆，往下分布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向

雨量较多的大兴安岭北段东坡过渡到暗棕壤，向雨量较少的

大兴安岭西坡及南段东坡则过渡到灰色森林士。

灰色森林±，面积为6 6 6 4 2 2公顷，占总土壤面

积的2 4．2％包括两个亚类，6个土属，1 4个自然土种，

4个农田土种，这是森林植被下发育的土壤，成半月形绕大

兴安岭主脉分布，绝大部份在海拔8 0 0—9 5 0米高山的

顶部和中上部。 ． ．

晤棕壤，面积为3 0 8 9 l 3公顷，占总土壤面积的

’1 1％，包括4个亚类，5个土属．1 2个自然土种。主要

分布在大兴安岭东坡的博克图镇、巴林镇，面积为251 258公

顷，占本土类面积的8 2．7％，其次分布在乌尔旗汉镇内，

面积为5 2 0 5 1公顷，占本土类面积的1 7．3％。从垂

直分布看，这种土壤绝大部份分布在海拔8 0 0米左右的地

区。

黑钙±．面积为89 926公顷，占总土壤面积的3．3％包

括4个亚类，4个土属，6个自然土种，7个耕作土种。分

布在大兴安岭西坡的海拉尔河、免渡河两岸，土质肥沃，适

宜农作物生长。

沼泽土，面积为4 5 9 5 4 0公顷，占总土壤面积的

1 6．7％，包括2个亚类，2个土属， 6个自然土种，3

个耕作土种，是低洼地封闭的沟谷盆地广泛发育的土类，遍

布市内各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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