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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县农业志》是在·四化一建设和盛世修志的大好形势鼓

舞下，-T--九A-_-@-1-#1开始进行的。由于农业局领导的重视，本

单位职工的支持和编写人员的辛勤劳动，仅用一年零四苓月时问写

成了初稿。尔后几经修改，送县志办审订，现付印了．

≯ 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 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

_。． 则，用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方式，客观地

叙述了盐亭农业生产的概况，突出了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

成就和地方特点。它是我县的第一部专业志，给我们和后代留下了

可贵的精神财富． ．

’

我县农业历史悠久。在漫长的生产斗争中人民群众总结和创造

r了丰富的传统农业经验和现代的农业科学技术， --T断取得新的成

就．《盐亭县农业志》的一页一字，正像录像片一样，反映着这些

_! 实况和规律。 目前我国农业正在向现代化迈进， 我们更要尊重历

0 史，尊重现实。特别是盐亭其它资源尚未有条件开发的时候，更应

t、 充分肯定发展农业仍是我县人民的主攻方向。因此，需要我们各级

： 领导和从事农业工作的全体同志，认真继承和发扬农学遗产，用现

代科学理论深入地研究我县农业的历史、现状，特点和今后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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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j。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党的十一届寿中全会《决议》为准绳，详

今略古、详近略远、突出‘时代特1色和地芳特点，实事求是，秉笔直
书．

二．本志全称《盐亭县农业志》。全志共分十八章；三十九节，一

百一十五目，约二十二万字，附有图表∥照片共一百张，分列于卷

首或各章节之中。部份章节虽交叉互见，，但各有侧重。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局内文件资料和有关人员的口碑

及外调函件为素材。数字以县统计局和本局农业决算统计年报和各

业务站股的调查统计表为依据，经过反复核实1，然后入志。

四，本志分记事、图表、照片三个方面j以志为全书的主体。上

追溯至一九四九年以前，下限至一九八三年底。·律用语体文，记

叙体和常用标点符号。。 ～ ． ．

五、本志涉及到民国时期的年号、机I构、官职、‘地名等，一律沿用

当时的称呼j不加任何政治性定语，仅在“年代．，，之后注明公元、年次，

在靠地名_之后注明现在地名。解放后，行政机构有过多次更名，今

一律沿用当时的称呼，故在志书中呈现出“县人民政府一、 搿县人

民委员会糟、 “县革委一。、 “××乡”“x×公社一甜××村”、

膏××大队一、 膏××生产合作社一、 “××居民小组一等称呼。

六、对农业志有相关的林业：畜牧、水利、蚕桑、‘水产等项，因

今已各设专门管理机构，并分别修志，故本志仅在农业机构中作了

机构分合的记叙，未作其它方面的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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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县农业志》编纂领导小组，编写组

及有关工作人员
～

编写领导小组负责人：赵 宇修
’

主 笔：赵志。善
’’_

“

’，’

‘

‘，

副主笔：康笃 烈

编写入员：赵 志 善 康 笃 烈． 黄先 洲 ．

冯正道 冯大智 许海峰 一

蒲正树
’

-

资料员：衡道生‘ 冯 正诗 罗 惠 全 ，

王 旭 贾合强 肖 选祥

何太晏 饶天次 刘 黎辉

李荣 高 任玉 玺 廖 隆光 ，．

审定稿：赵宇修 何开权 杜 明万 ⋯

赵继伦 李兴文
：一

校 对。赵志 善 康 笃 烈

封面设计：胥 复 常 ÷、

印 刷：四川省盐亭县城关印刷厂



概 述

盐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面积一千六百余平方公里。全

境地势，丘陵起伏，北高南低，呈棱形图面。剑门山脉纵横穿插，梓、

弥，雍，榉，湍五条江河蜿蜒其问．具有春季气温多变化，夏季炎

热雨集中， 秋季绵雨多湿润， 冬无严寒霜雪少， 四季分明， 气

候温和等特点。自古以来，以农为主，四季宜耕，适宜种植水稻、

玉米、红苕，小麦、花生．油菜等多种作物。而南北两地因受地势

和气候的影响，又导至播种期和收获期不同，作物布局亦各有差异。

． 盐亭广大劳动农民，素具有勤劳俭朴的美德，千百年来充分使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特定的自然条件，在六、七十万亩耕地上

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

旧社会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大部份被地主阶级占有，广大劳

动农民不得不向地主佃租土地，忍受高租高押及雇工的残酷剥削。

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生产的发展。到一九四九

年，农业产值才二千一百万元；粮食总产量一亿五千多万斤；棉花

四千零九十八担； 油料四万一千四g-_十七担。 由于生产水平低

下，致使广大劳动人民长期缺粮饿饭，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穷苦

生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县人民翻身得解放。三十多年

来在各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具体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在各个时期制定

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全县农村中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和农业技

术改革：即开展了反封建斗争，实行了土地改革，解除了农民受封

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后，为了避免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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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高利贷甚至佣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级分化，对个体农民，依据自

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性互助组和常年

性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

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变私有制为公有：

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经济。为了发展生产，抗御自然灾害。，。、j

充分依靠集体力量，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到一九A．-年j

止，一共改造低产田土近五十万亩，兴修大、中、小型塘、库、石、

埝三千七百四十五处，提灌站三百零五处，基本上利用了大自然的i

优势，克服了全县十年九旱的劣势，使大自然充分为人民造福，因

此，全县早涝保收面积由过去的五万多亩，现上升到二十多万亩，

水稻由解放初的十三万亩，现上升到十七万亩。在农业科学事业方

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解放初期由一个部门管理农业各业，发展到，

今天已由农业、畜牧、林业、水电、农机等多部门管理各业。在各

级党政统一领导下， 通过相互配合，通力协作， 共同抓好农业生?

产的发展。现农业部门设有专业技术推广站六个，科技人员由解旋

初期的五人现增加到七十六人，其中大专生十五人，中专生四十二

人，农艺(经)师九人，助理农艺(经)师二十六人，并培训了大批农民

技术员，约有一万多人，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骨干。‘并采取蹲蔗

示范、召开现场会、举办短训班、赶科技场、印发资料等方法，_1推：

广先进的农业技木描施，科学种田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二是改进栽

培技术．即直j二改为育苗移栽，稀播(栽)改为合理密植，迟播受

为适时早摇。二是积极推广良种。水稻由高秆一一矮秆一一杂交稻。一

小麦由白小麦、和尚麦到推广南大24 1 9、阿波、阿夫429， 凡六、‘、：

凡七、绵阳1 1号、76—3 1 5，76～3 1 9等品种。红苕由地瓜苕、’‘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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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到推广南瑞苕，59—400、徐薯1 8等品种。 棉花由中棉到推广

‘德字棉、岱宇1．5号、，．洞庭1号、3563、73—27等品种。油菜由一笼

鸡：黄油菜到．推广J|l农长角、川油2号、川油7号、万油l 1号、3038

等品种。．花生由大广东、．二广东、扯蔸子到推广混选1l号、金伏

熊：．麻油I 1号，、天府l号、‘天府3号等品种。三是合理施肥。解放

初曲单_施农家肥作底肥或追肥，后随着农用工业的发展，氮肥、

磷肥、钾肥，复合肥、菌肥、微肥相继增多。使用方法上，做到了农

’家肥和化肥并重；底肥和追肥并重；土法施肥与科学施肥并重。四

是改革耕作制度。i由粗耕粗种改为精耕细作，稻田由‘一熟制改为两

熟制，旱地推行带状轮作，由一熟、两熟变为三熟，是取得趋利避

害的．重大成果。五是加强植物保护。机构、人员、农药、农械均是从无

到有，防治办法，．从土法防治到药剂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六

是农业技术装备有了显著提高。各种农业机械均是从无到有，农机

总动力，，从一九五四年始有二台，一十八马力，至一九八三年增加到

，四千五百一十二台，五万四千八百二十四马力，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六百一十二台，八千七百六十二马力，排灌机械三千九百台，四万

六千零六十二马力。各种农副产品加工机械五千二百八十五部，使

粮棉油及其他农副产品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交通运输，过去

县内只有唐巴公路一段，约五十华里，终年很少见车辆往来，如今

县内实现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社社通车。由于农业技术装备的提

高∥也极大地提高了功效，7把广大劳动人民从过去全靠背担的繁重

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就前所述，为发展盐亭生产创造了更为有

利的条件，致使盐亭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一九八三

年，．、农业产值达一亿六千七百一十一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六点



式主义和瞎指挥，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分配上大搞平均主

义，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就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极大地挫

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致使全县农业生产再次受到挫折．对这样沉痛

的教训，我们的党都作了及时的纠正。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全县人民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十二大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努力探

索具有中目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推动和加快了由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由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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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导致经济结构、农业结构、劳力结构也起了显

r．， 实有一批农民已经先富起来了，这种趋势的发展，

? 业愈来愈焕发出光辉灿烂的青春．
f



盐亭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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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县农业局机关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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