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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农作物种子志》
评审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娄万武 赤峰市农业局局长 高级农艺师

副主任委员：姚云起 赤峰市科技局局长

委

贺玉奎

杨远新

唐玉茹

员：王毅

王世侠

张桂先

许凤山

刘玉三

李宝才

遮敏慧

赤峰市政府副秘书长

赤峰市政府副秘书长，

赤峰市志办副主任 副编审

赤峰市农科所所长 副研究员

赤峰市志办编辑 高级畜牧师

赤峰市蔬菜办公室 推广研究员

赤峰德农·松，H种业公司监事会主席 高级农艺师

赤峰大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农艺师

赤峰市农业局科长

赤峰市科技局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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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农作物种子志》
主审 副主审

主审：娄万武 赤峰市农业局党组书记

赤峰市农业局局长

副主审：于天慧 赤峰市农业局党组成员

赤峰市农业局系统党委书记

刘树声 赤峰市农业局党组成员

赤峰市农业局系统党委副书记

曹爱和 赤峰市农业局党组成员

赤峰市农业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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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农作物种子志》．
评 审 意 见

2001年12月25日，由市政府办公厅、市志办、市科委、市农

业局等有关单位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赤峰市种子管理站编写的

《赤峰市农作物种子志》成稿进行了认真评议。

评审委员会一致认为：《赤峰市农作物种子志》指导思想正确，

符合志书政治标准和体例；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语言流畅；突出了

地方特点、时代特点、专业特点，是一部基础较好的上乘之作。会

后，根据专家意见，再做精心修改后，可列入市地方志丛书，付梓印

刷。出版发行。

《赤峰市农作物种子志》评审委员会

主任娄万武

二oo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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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验收意见

2001年12月25日，赤峰市科委组织有关专家组成评委会。对

赤峰市种子管理站承担的《赤峰市农作物种子志》编写项目进行了验

收，听取“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后，各位评委充分发表了意
见。经过认真评审验收，意见如下：

一、选题准确。意义重大

《赤峰市农作物种子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建国后五十年来赤峰市农业种子事业的发展历

史和现实情况，填补了我市农业系统专业志上的一项空白，对我市种

子事业乃至农业生产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结构严谨，记述翔实

该志在参考古今中外大量志书结构的基础上，借鉴了先进的组织

形式，结构严谨，详略得当。全书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三部分组

成，共分12篇、41章、159节，约40万字，辅以资料、图、表、照

片，图文并茂，记载准确，参考性和可读性极强。

三、尊重历史．突出技术

在该志编写过程中，投入了大量时问查阅档案和到实地调查。通

过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总结出许多宝贵经验，对今后种子事业的发

展将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该志在记述历史的同时，对我市自然、地

理、气象、资源、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等方面也有详细描述和记录，

更是一本珍贵的农业生产技术资料。

该志的编成，是赤峰市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市农业战线

的一项重要成果，对我市农业的发展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同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建议尽快印刷发行，在指导我市种子产业

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评审验收委员会主任娄万武

二oo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吕清明

李树范

周喜国

祝海春

李新民

张文成

林柏福

郑芝凤

杜显玉

徐立新

张本成

李文军

姜万良

赤峰德农·松州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宁城县种子公司经理

敖汉旗种子公司经理

喀喇沁旗种子公司经理

红山区种子公司经理

松山区种子公司经理

翁牛特旗玉龙种子有限公司经理

元宝山区种子公司经理

巴林右旗种子公司经理

巴林左旗种子公司经理

阿鲁科尔沁旗种子公司经理

林西县种子公司经理

克什克腾旗种子管理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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