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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记叙时间，上起晚清，下至1989年，

个别历史事件适当上溯下延。

二．记述地域，1949年以前包括析出的现双峰县

现娄底、涟源两市部份地区，以后为析县后的管辖地

区。

三．年代记述，一律沿用旧称，如明代、清朝、民

国等，不加政治性定语。 。

四．地名记述，以1981年12月编印的《湖南省湘

乡县地名录》为准。记述前代历史使用原名。

五．历代政权和官职，沿用历史称谓，对人物直

书其名，不冠褒贬之词。

六．对与畜牧水产事业相关的资料，为便于今后

本系统人员查考，外系统的酌情收载。

7七．为记述方便，对字数较长的名称(词)，一般

使用简称，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文化大

革命"简称“文革"，畜禽品种改良站简称品改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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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明、清两代修纂的县志，皆重疆域、人文、官

职，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生产活动特别是畜牧水产的

有关活动所述寥寥；本志一改旧例，以记述畜牧水产

的生产活动为主，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这一段

详记以外，对历代有关材料也尽量搜求，以填补历史

空白。

本书为湘乡畜牧水产业专业志编写之始，是畜牧

水产系统的资料书，其中：有生产兴衰的记述，科学

技术推广应用的过程，经验教训的总结，具有“存史、

资治、教化”的作用；是本系统工作人员在今后指导

生产，-因情制宜推广科学技术的重要教材。

1987年4月，畜牧水产局安排专人收集资料，旋

因工作需要，1988年5月易人续纂，经修志人员的辛

勤笔耕，1989年底完成《湘乡县志·畜牧水产》稿。鉴

于编入县志部份篇幅有限，难于反映畜牧水产的全面

详尽情况，决定修编《湘乡畜牧水产志》，并将下限延

至1989年底。编纂人员呕心沥血，两历寒暑，甫成此

书，弥足珍贵。



然资料之海浩瀚娉甲贝实难尽拾，望后续者补之。

是为序。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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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阳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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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市内畜牧水产业的发展历史长远，养猪作为家庭

副业，一贯与种植业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东汉起养

猪即为圈养，但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

生产水平不高，直至晚清时牲畜，渔业产品鬈供一邑之

用尚且不足，更无剩余可需牡方膏。到民国时期，养殖
业有一定发展，民国22年(1933)，境内养猪户数、养

鸭户数居当时全省之冠。其后，天灾战祸，疫疾频侵，

逐年下降·1949年，全县生猪饲养仅12．1万头，出栏

肉猪5万头；年末栏存耕牛3．65万头；家禽年末存笼

户均3．6羽；出塘鲜鱼人均仅1．8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畜牧、渔业生产进入新

的发展时期，虽然由于政策导向，粮食丰歉，价格涨

落，流通畅滞及科学技术水平高低的影响，出现50年

代初、中期稳步上升，50年代末至蚕0年代初回跌，60

年代至70年代初恢复发展，70年代中期停滞徘徊，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发展的曲折过程，但总的

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1989年与1949

年比较，生猪饲养量增长12．21倍，出栏肉猪数增长



2 潮，富蓑术产志

14．41倍，年末存栏翻三翻，其中母猪增长5．97倍；耕

牛栏存增加1．45万头；家禽年末存笼户均增长2．14

倍；鱼产人均增长9．42倍。

在农村五业①中，按各个时期的不变价格计算，牧

业产值由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居第3位，1968年上升到

第2位f按现行价格计算，1988年已跃居首位。牧业、

渔业合并计算，按各个时期的不变价格，由1949年占

十分之一，到1989年已占三分之一以上；按现行价格

已占农村五业产值的一半以上·如按商品产值计算则

达十分之八· ．

7
．

新中国成立40年来，共出栏肉猪1047．69万头，

其中80年代占50％；农民出售769．96万头，其中80

年代占51％，商品率73．33％；收购肉猪中外销(含出

1：7)420．86万头，占收购量的53．11％；总计收购禽蛋

27903吨，其中外销和出口占68．77％；为省内肉猪和

禽蛋商品基地市之一。猪皮集散和蛋品市场在全国有

一定的特色。承担良种繁殖和生产示范的国营渔牧场，

从50年代开创，经60年代改造提高，70年代扩大规

模，80年代开放经营，到1989年5个专场的专业职工

已有115人。指导畜牧水产的职能机构从无到有，并

注①农土，林土、冀重、一土、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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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趋完善，1989年共有干部73人(不含离退体人员)，

其中技术干部47人·

市内畜牧水产事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政府的

重视和领导，根据各个时期的特定情况调整方针政策，

采取多种措施缩短回跌与徘徊的时间，使之持续发展·

其次是依靠各个战线与部门共同为发展生产、繁荣经

济、．．提高农民收入所给予的大力支持·第三是依靠科

学技术，加强调查研究，进行各种试验·50年代着重

抓猪源发展，耕牛繁殖；防疫灭病西寺基础建设，贯彻

。防重于治"的方针；渔业由捕捞转向养殖。60年代，人

工孵鱼试验成功，向外采购鱼苗的状况逐步扭转，社

级兽医站全面建立，研究总结发展生猪生产的途径，使

生猪生产，由60年代初的低谷迅速回升·70年代，以

二元杂交为主的生猪品种改良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

期即实现商品猪二元杂交化；畜禽疫病防治队伍延伸

至大队，并实现全防全治；建设社队渔场，养殖技术

向半精养方向发展，属经济鱼类的细鳞斜领鲴，人工

驯化成功，广泛应用于水库池塘养殖。80年代，生猪

品种改良向更高层次发展，新的饲养技术得到全面推

广，出栏率提高，育肥期缩短，1989年出栏率为132％，

高出全国水平48％；水面责任制全面落实，养鱼科学

技术逐渐推广，促进水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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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过几十年的辛勤经营，发展畜牧水产业的“三大

体系"①初具规模，以生猪良种繁殖场、畜禽品改站为

中心，农民经营的生猪人工授精点覆盖全市84％的地

区；国营和农民经营的17个鱼苗人工孵化点，培育鱼

种的专业户遍布各地，鱼苗自给有余；家禽的农家自

孵和人工孵化点、户、能满足城乡需求。’以市畜禽防

检站和诊断室为中心，乡镇兽医站为骨干，村级兽医

为辅佐的防疫灭病体系，能控制畜禽疫病的流行。以

市配合饲料厂为重点，60多台饲料加工机组，千余台

小型饲料粉碎机遍布各地，能满足现阶段饲料加工的

需要。：‘
。

。 r々

‘

；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畜牧水产虽呈直线上升，

但流通与价格的制约作用日趋明显，养猪仍未改变投

入大收益小的状况，节粮型畜牧业尚是薄弱环节，养

鱼潜力仍未充分发掘；应高瞻远瞩，从加强综合利用，

提高经济效益着手，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开拓新的

途径，使境内畜牧水产事业长盛不衰。‘ ·

‘

注①蠢种繁篮、防走灭囊、饲料加工．



＼附表一 ，949～，989年牧渔业产值和比重一览专二。二元二
其 中

＼： 农土总产值
牧重 比t 泣土 比t 合计 比重

1949 3436．28 375．90 1仉90 40．49 1．18 416．39 12．8

1950 4049．96 408．60 lO．10 40．90 1．01 449．95 11．11

1|}951 4307．45 492．26 11．43 40．05 0．93 532．31 12．36

p52 4604．49 ．572．40 12．43 45．00 O．98 617．40 13．4l

j}53 5208．95 651．50 12．5l 40．20 O．77 691．70 13．∞

54 5378．55 686．54 12．76 36．45 0．68 722．99 13．44

55 5682．26 622．39 lO．95 67．94 1．20 690．33 12．15

56 5294．78 638．40 12．06 20．38 O．38 658．78 12．4．‘

i7 6110．33 944．08 15．45 108．00 1．77 1052．08 17．22

18 5903．86 789．56 13．37 83．83 1．42 873．39 14．79

19＼9 5930．75 727．91 12．27 90．28 1．52 818．19 13．79

196t 4593．42 550．37 11．98 53．5l 1．16 603．88 13．14

1961 3806．02 313．‘54 8．24 31．60 O．83 345．14 9．07

1962 5527．46 300．00 5．74 35．00 o．67 335．00 6．41

1963 5742．31 809．91 14．10 31．37 O．55 841．28 14．65

1964 S眄7．95 754．48 12．58 29．67 O．49 784．15 13．07

1965 |733．54 802．50 11．92 35．20 O．52 837．70 12．44

1966 』820．00 1078．79 15．82 37．20 O．54 111 5．99 16．36
，

1967 f7208．00 1163．81 16．15 39．61 o．55 1203．42 16．70

1968 ／7112．00 1319．74 18．56 36．50 O．51 1356．24 19．07



6 囊多富驻水产毒

续上衰

丰‘
姜 中

农重嚣产曩
■ 敷生 比t 蕴t 比重． 合诗 毙t

1969 6835．oo 1395．∞ 锨●l ‘1．96 o．62 1437．16 21．∞

1970 72∞．oo 1374．91 19．∞ 59．75 O．83 113‘．66 撙．9l

1971 l加晤2-13 2166．7l 17．16 ，9．5S O．SS 2S4氐％ 17．7l

1972 125勰．‘5 2859．70 19．70 ∞．14 o．tl 2919．双 20．1l

1973 13519．50 275&44 17．57 6S．93 O．‘2 2819．38 17．嬲

1974 13205．85 275仉6l 18．23 101．18 O．佗 钨54．79 l&9

1975 1351岳oo 2347．60 17．37 99．2l o．74 2446．81 18．】

1976 1荔62．26 2272．40 17．67 74．77 O．58 2347．17 18．：

1977 12278．86 2314．25 18．弱 135．85 1．1l 2450．10 19．I

1978 13‘lo．羽 2288．62 17．07 131．75 O．9B 2‘∞．37 18．；

1979 141452．54 2612．67 18．47 73．66 o．52 2686．33 18．9

1980 14465．68 2808．％ 19．42 92．59 o．H 29∞．83 20．16

1981 19230．59 4951．49 25．75 216．9l 1．13 5168．43 溉髓

1982 23469．84 6651．41 24．∞ 225．99 O．96 5877．40 5．04

1983 26372．oo 6388．oo 2t．22 449．oo 1．70 6837．oo 5．92

1984 26811．oo 7756．oo 28．93 625．oo 2．33 8381．oo 1．26

1985 27335．∞ 8776．oo 32．10 677．OO 2．∞ 9453．oo ‘∞

1986 281∞．∞ 9311．oo 33．10 777．oo 2．∞ l0088．oo ‘：5．90

1987 2945‘．∞ 973t．oo 33．10 955．OO 3．2I 10689．oo 36．3I

1988 30779．oo 10408．oo 33．8l 1093．oo 3．55
1150l·oo．。37：36

1989 31788．∞ 1∞96．oo 3‘．27 1175．oo 3．69 12071．oo 37．96

泣t潮多梵计jf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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