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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陆浩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甘肃史话丛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甘肃的过去，把

握甘肃的今天，展望甘肃美好的未来。

甘肃曾有过骄人的辉煌和繁荣。 地处黄河中上游的甘肃，对华

夏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遍布

全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 ， 以及教皇和女娟的故事，都是灿烂的

远古文明的见证，辉映着先民智慧的光芒 。 有文字记载并给华夏文

明以重大影响的人和事，更是不胜枚举。 周王朝的先祖就发祥于泾

河流域和陇东地区，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先祖就崛起于

天水一带 。 自西汉张蓦通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 ， 甘肃成为

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曾孕育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产生了李

广、赵充国、金日碎、窦融、张芝、王符、马超、姜维等众多的英

雄豪杰。 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进入兴盛时期，

甘肃境内沿丝绸之路主干道上出现了一批旷古胜迹，这就是以敦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为代表的众多佛教石窟。 进入隋唐时期，甘肃

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 河陇地区沃野千里，胡

商蕃客穿行如织， {资治通鉴》 记载"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政

治上，李唐王朝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关陇贵族，众多的陇右籍政治家、

文学家纵横政坛与文坛，风云一时。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甘肃历史

上的黄金时代。

甘肃也有过长期的萧条和凋敝。 自宋而降，随着海路的开通和

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甘肃渐渐地失去了区位优势，成为偏僻

之地。 加之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同中原王朝在这里进行激烈的碰撞，

使陇原大地烽火连绵，兵焚不断，生灵涂炭，生态毁坏，更兼天灾

频仍，经济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状态。 到了近代，左宗棠坐镇陕甘时，

发出了"陇中苦癖甲子天下"的感叹。 即使如此，这块土地因众多

民族的融合繁衍，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重要贡献。

甘肃正坚韧地走向崛起和复兴。 r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甘肃历

史发展的新纪元。 甘肃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与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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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依托资源开发，建成了以石化、有色、冶金、电力、机械制

造、电子、轻纺、建材为主的工业体系，产生了众多"共和国第

一一批新兴工矿城市拔地而起，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

地 ; 面对贫癖的土地，陇原儿女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建成了以景

电、引大为代表的一批骨干水利工程，将陡峭的山坡地修建成层层

梯田，改写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历史 z 同 经济发展相

适应，教育、科技、文化等社奋事业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一批

高校和科研院所相继建立，聚集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使

这块古老的土地焕发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给甘肃的全面振兴带来了宝贵的机遇，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现

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甘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穿越历史的时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地区的兴衰同国

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甘肃

必将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还可以领悟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生

存发展都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 甘肃各族人民淳朴敦厚、热情豪

, 
/ 



放的性格，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兼容并蓄、开放豁达的胸

襟，在历史的长河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

财富。

回顾历史的进程，我们深深地感到，每一代人都承担着自己的

历史使命。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发图强，加快发展，

为甘肃的全面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知史

明志，我们应当多一点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求无愧于历史。

>>004 

我们坚信，甘肃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是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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噜，肃省农牧厅厅长武文拭

《甘肃农业义话〉 的出版.是一件3具有意义的事。 也从不用的角

度反映立甘肃农业发后在历来的谷个方面. ~告失料性、趣味性、故事

中生、可读性为一体.是一部i笨入解t卖甘肃农业历夫与现状的~俗性

读拗.是一本1直j~一读的好书 。 出版该书就是让更多的人歹解甘肃

农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甘肃农业发展历夫，怒火、.已有三L千多年的文明来。 杏文明i走址

遗及胧原，大地湾文化、鸟旅客文T忆、乔苟且文化it存证明.在新石

器时期.先民们就已在陇原大地上从事耕耘、纺织、持精、养殖等

原始农事活动。 这代，经过梧民实边.开垦屯田.甘肃农业已有立

长王之发展 。 主主拥古 i革命旬开~.农业开始 31 入栽培T乍拗和苏富养殖.

如胡麻、大辑、胡萝卜、夸豆和大宛鸟等.农业执术~到重视和推

广. 1支甘肃河西走廊成为拗产最为富庶，之地。隋唐时期.谷地广泛

种植麦、豆、棉花和谷种蔬菜瓜果.六富已为农药E广为饲养.牛、

马为没富.谷地呈现出一二底要居乐业、农牧业冉旺的繁荣景象。 宋

代.甘肃农业又有较式进步和发展。 明代.政府鼓励民众开垦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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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J今扶持植树种茶，开凿寨道.发展水利事业.队二首农业 。 清代.

政府主隆重卖鼓励垦荒耕种.倡导推广农业料学拉术.种植1乍拗在这一

时期数目繁多.其中太安农1乍拗习街小麦、资裸、累谷、鹿子等-a

牧业后人马、牛、主在为主.冉办富斗大饲养场.养殖业已有相当规模.

币且对牧场短营管理漫渐进入制度忆、规范t管理。 民国时期.国

民政府注重农牧业建设.引进和应用农业料学报术.兴办农业教育。

但是这-时期.由?政后，不稳.战乱迭起.队及菲。有制经济束缚.

旧式传统农业~不到改进.生产方式活旧不变.农牧业生产水平低

币不确.为矶之自然灾害频发.农民生活54不到保障.影响立农业的

持续发展。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的成立开辟歹甘肃历夫发展的新民元.甘

肃农业和农村经济溥到性氢性发展.开始立九规模的开放苹口建设。

农村经过生产关泵变革.经营体制改革.如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改进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队及推广应用和发展农业料学报术.大沙发

展农业敏....一-如农业京校和料研院所相组建立.为甘肃的农业和

农村经济的报冉聚现和培养歹数以万计的忧穷人才. 1支~块古悉的

陇厉、太地焕发立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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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12 月.中共+一届三.中全舍队后.甘肃农业注入新的发

展时期。 统2主吉舍的只又层经营体制的实汗.极点地激发歹农村活;IJ.

t足道 J 农村经济发展。 培育的农T乍拗新品种;f)甘肃粮食增产起到歹

巨大市用.队河百走肺 ;f)代表的商品粮基地、持色产业基地、富愈

及水产品养殖基地建设、农机11:. 1乍业建盖面逼年扩点.机械t程度

不断提京.会腹取釜沟描等一系列新主武术的推广应用.为农业强济

的申央速发展发挥歹重要支撑1乍用 。 '夸色优势产业的为口 4快发展.农业

生吉柏的深层在调坐.多元t农业产业体系和具规模.明显提升歹农

业发展的质量和鼓益。 谷类农业产业t龙头企业的诞生.一批31领

广大农民脱货致富的专业村、专业户和舍市经济组织的涌现.极大

地调动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i足道歹农村生产 ;IJ 的不断发展。 随着

强农是农富农政策 ;IJ 度的不断为。大.农业鲸舍生产蜓2舍不断增强.

农民收入式幅度增方。.生活水平溥到极大改4阜.农村面貌发生歹根

本性变11:. .甘肃农业进入立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为主&捣甘肃施久的农业义明.全面系统地后1世人展示甘肃农业

经济建设中取3号的伟式成就.队及主仨产、料研、教育等谷项事业发

展的新事拗、新面貌.赞颂在不用岚址上居民暴民春献涌现出的忧穷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l序 XI c气民Sl ' '\0 飞(;飞 E SHlln A 

拗苹口先进个人.队及为甘肃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昨也不

懈努力的料拉人员和普通工悻奢. 1.支丰土令谷界有识之士进一步立解、

关5主、支持和参与甘肃农业建设. í足道甘肃农业跨越发展.我们组

奴主扁写歹 《甘肃农业Jl!.i动 。 该书的蝙辑部版.对促进甘肃农业进一

步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咋用 。

我们深1雪.在全省广太干部群众的其用努刁下.甘肃农业现代

11:.自台电I'l~毛P 翼巳为口鼻』聋子 l

是为序 。

201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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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甘肃农业/003

周秦先民与河陇旱期农业/005

汉代农业/007

五凉诸国农业/009

鼎盛时期的唐代农业/010

宋元时期农业/012

明清时期农业/013

民国时期农业/014

陇东老解披区变工组/015

农业生产互助组/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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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016

甘肃省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017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019

人民公社/020

甘肃特有的抗旱农田一一

砂田/020

甘肃农业科研机构之最/022

旱期的水利提灌工程-一兰州

水牢/024

耕作方法的历史变革/025

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农业机构的

更迭/028

• .. 藩望mJ1R哥姐~

功不可没的"甘麦"姊妹系

晶种/049

大漠戈壁上的盹粮田临泽县/051

全国梯田化第一县庄浪县/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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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全国之最/059

当年"救命豆"今日"金蛋蛋"/061

金榜题名的优质啤酒大麦新

晶种/065

享誉国内外的临夏大蚕豆/069

陇东蚕桑创新路/071

陇上名药甘肃纹党/074

小草做出大文章/075

颜色独特的金鲍鱼/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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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104

一名基层科技工作者的

拓荒情/106

献身农业、立志为农的

郭承新/107

"蚕豆妈妈"赵群/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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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草原情怀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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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民先的田建民/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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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甘肃农业发展的甘肃省

农科院/151

兴学育人创佳绩的甘肃农业

大学/157

历经沧桑焕发青春的百年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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