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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史惠民，修志资政。 (( 莱芜农业志 》 即将付梓，

这是莱芜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

风雨坎坷励壮志，回头一顾豪气来 。 莱芜农业走过

了漫长的风雨历程 。 本部 《莱芜农业志 》 重点记载了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莱芜农业取得的辉煌成

就 。 尤其是建立地级市后的十八年中，莱芜市农业系统

的广大干部职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不畏

艰辛，无私奉献，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谱写了农村经

济持续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农业物质技术基

础不断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农业结构逐

步趋于优化合理，农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农业产业化

进程不断加快，龙头企业带动能力明显提高;农业标准

化工作扎实推进，农产品竞争力明显提高;农技推广机

制日趋完善;科技促增收的能力明显提高;农村政治稳

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依法治农的水平明显提高的绚

丽篇章 。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

兴替" ((莱芜农业志 》 本着实事求是、详今明古、秉笔

直书的原则，客观地记述了上溯东汉建武元年(公元

56 年)、下限 2009 年莱芜农业的发展历程，融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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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资料性、时代性于一体，不虚美、不掩过，具有"资治、教化、存史"

的效能，是了解莱芜农业、研究莱芜农业最权威、最全面的资料著述;是服务当

代、惠及后世的宝贵历史经验总结;为从莱芜实际出发、加快农业发展提供了翔

实、系统的参考资料;为世人借取成功之经验、鉴戒挫折之教训留下了珍贵精神

遗产，对推动莱芜农业的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编修志书是一项复杂的文字系统工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编篡《莱芜农

业志 >> ，殊非易事。它凝聚了莱芜市农业系统尤其是 《莱芜农业志》编篡人员的

智慧和心血，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面对沉甸甸的志稿，感慨万千，权

记数语以为序。相信《莱芜农业志》的编篡出版，必将进一步激发每一位农业战

线工作人员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莱芜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实现农业在新的

起点上又好又快的发展，创造出新的辉煌 !

?I~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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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农业概述

中共某芜
~德系

莱芜市农业

"盛世修志 志载盛世"。 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莱芜市农业局组织编写完成了这本《莱

芜农业志 》。 旨在发挥和利用史志的存史、资政、教化

作用，以更好地传承历史文明、为领导提供决策参考、

帮助全市人民了解农业发展历史，促进莱芜农业又好又

快发展 。

在这里，把莱芜农业的基本情况简要介绍一下，作

为前言，以飨读者 。

莱芜市地处山东中部，泰山东麓，位于东经117019'~

117058'、北纬 36002' ~36033'之间，东临淄博市博山区和沂

源县、南靠泰安市所辖的新泰市、西接泰安市郊区、北与

济南市所辖的章丘市接壤，是齐鲁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勺之战"、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

"莱芜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 现辖莱城、钢城两个行政

区，一个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两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一个生态旅游度假区、一个高新农业技术开发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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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46 平方公里，人口 126 万，其中农业人口 76 万 。

莱芜境内地形地貌复杂，东、北、南三面环山，西面是泰莱平原，其中山地

面积占 66% 以上，丘陵面积占 19% ，平原面积占 11 % ，洼地面积占 3%。境内

农用地面积144 089. 72公顷，其中耕地面积 68 984.17 公顷。气候属于暖温带半

湿润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春季温暖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晴朗。

年平均气温 13. OOC ，年极端最高气温 38. 3
0

C ，极端最低气温 -19. 3
0

C ，自南向

北呈递减趋势，最冷月 1 月平均气温-2. 3
0

C ，最热月 7 月平均气温 26. 2
0

C ，全

年平均无霜期 202 天。境内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4.405 亿米3 ，地下水资源

量 3. 137 亿米3 ，地域分布不均，年平均降水量 695. 1 毫米 ， 70%主要集中在夏

季，年际变化很大。莱芜境内全年日照时数平均为 2 443.8 小时，光照率 55% 。

5 月最多，平均 260.0 小时， 12 月最少，平均 165. 3 小时。

莱芜是山东省重要的农业区，出产小麦、玉米、花生、地瓜和多种蔬菜，其

中生姜有文字记载的栽培历史已有 2 000 多年。莱芜特色农产品优势明显，以

姜、蒜、葱为代表的"三辣"产品驰名国内外。生姜个大皮薄、色泽光亮、丝少

肉细、辣浓芳香;莱芜大蒜分大 白皮和大四瓣两个品种，素以蒜头蒜瓣大、蒜瓣

肉质细、辣味浓香、产量高、耐贮藏等优良特性闻名;莱芜鸡腿葱，葱白质地鲜

嫩，辛辣味浓，营养丰富，生食甜脆香辣，用它烹调菜肴，主佐均宜。 1960 年，

全国八省二市姜、蒜、葱规划会议在莱芜召开，莱芜生姜、大蒜被列为全国名贵

产品 。 1961 年，莱芜被山东省定为生姜、大蒜、鸡腿葱商品生产基地县。 1997

年，莱城区被命名为"中国生姜之乡" 1997 年、 1999 年、 2001 年，莱芜生姜

连续三届在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上被评定为名牌产品 。 2003 年 "三辣一麻"

(生姜、大蒜、鸡腿葱和花椒)获得国家质检总局原产地标记注册。 2005 年，生

姜、大蒜被山东省评为十大(农业)产业集群。 2006 年，万兴公司生产的"泰

山"牌生姜被推荐为首批"山东名优农产品 " 0 2007 年，全国"葱姜蒜生产加工关

键技术引进创新与产业化现场观摩会"在莱芜召开。 2008 年，莱芜生姜获得国家

工商总局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泰山"牌生姜被指定为 2008 奥运专供产品 。莱芜

"三辣"的发展得到充分肯定。莱芜"三辣"常年种植面积 40 万亩(亩为非法定计

量单位， 1 亩 =667 米勺，总产 70 万吨;莱芜大红袍花椒常年种植面积 15 万亩，

总产 1 万吨;黄金蜜桃、寒露蜜桃种植面积 10 万亩，总产 15 万吨，先后被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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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姜之乡"、"中国花椒之乡"、"中国蜜桃之乡"和"三辣一麻"原产地。

莱芜农业的发展史，反映了莱芜经济的发展史。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莱芜

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封建社会莱芜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除了以但耕制

为特点的生产关系外，主要表现在耕织结合的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消费结构、

以地方小市场为主体的交换结构等方面。生产劳动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己的需

要。这种在家庭范围内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生产工具简陋，生产规模小，技术

低下，农业发展缓慢。

鸦片战争后，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经济掠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特别是日本侵略者侵占山东期间 ，莱芜农业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莱芜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开始发

展革命根据地农业经济。根据地坚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厉行节约"的原则

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减轻人民负担"的方针，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

革和农民互助合作运动，保护和发展了农业经济，使根据地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和

发展，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o 截至 1949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 O. 3 亿元，粮

食总产 7 057 万千克，油料总产(花生) 406.6 万千克，大牲畜存养量 3.26 万

头 ，生猪饲养量 5.85 万头。

新中国成立后，莱芜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革命精神，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1951 年全县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使无地或少

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所有制度的重

大变革，从根本上废除了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

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截至 1978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 86 

亿元，比 1949 年增加 5.2 倍;粮食总产 30 940 万千克，比 1949 年增加 3.38 倍;

油料总产(花生) 807. 3 万千克，比 1949 年增加 O. 99 倍;大牲畜存养量 3.0 万

头;生猪饲养量 23. 39 万头，比 1949 非增加 2. 98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94

元。当时，莱芜农村经济基本是农业经济，农业中基本是种植业，种植业基本是

粮食生产。

改革开放之初，莱芜农业生产力低下，农产品供给短缺，增加粮食、油料等

主要农产品数量，尽快解决温饱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党 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莱芜县委、县政府把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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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深化改革和制定一切农村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实施了一

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其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 1981 年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集中迸发，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

放，农业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牧业生产呈现出全面发展、大幅度增长

的良好局面。截至 1984 年，莱芜市农业总产值达 3.05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64%; 粮食总产达 39036 万千克，比 1978 年增长 26%; 油料总产(花生) 1 157 

万千克，比 1978 年增长 43%; 生猪饲养量 23 . 39 万头，比 1978 年增长 30%。农

民人均纯收入达 379 元，比 1978 年增加 3.03 倍，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

决，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短短六七年间，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广大农民，已不再满足

于吃饱肚子，而是由过去的求温饱转到求富裕上来，其经济行为也由自给半自给

生产逐步向商品生产转移。粮食生产虽然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不能放松，但它已不

再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农业是否发达的唯一指标。把以温饱为主的吃饭农业向以效

益为主的商品农业转变，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提高综合经济效益，成为这一

时期农业发展的重点。鉴于这种情况， 1985 年，莱芜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稳定

发展粮食生产，实现林果业、畜牧业、乡镇企业三个重点突破，即"一稳三突

破"的发展方针。莱芜市粮田面积在稳定的基础上，狠抓中低产田开发，努力提

高单产，到 1990 年莱芜市 8 万亩丘陵旱薄地粮田亩产比开发前增加了 200 千克

以上。同时"三突破"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林果业中经济林生产得到了较快发

展。畜牧业提出了"稳定猪发展鸡，牛羊兔搞突破，积极发展其他畜禽，尽快实

现畜禽结构由食粮型向食草型转变"的发展战略。乡镇企业作为中国农民的一大

创举，异军突起"四个轮子" (乡办、村办、合作办、个体办)一起转"六大

产业" (工、商、建、运、加、服〉同时发展，推动了农业农村经济蓬勃发展。

截至 1990 年，莱芜市农业总产值 8. 86 亿元，比 1984 年增加1. 9 倍;粮食总产

44 409 . 5 万千克，比 1984 年增长 13.8%; 油料总产(花生) 1 283 万千克，比

1984 年增长 10%; 生猪存养量 36.41 万头，比 1984 年增长 19.3%。农民生活显

著改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822.05 元，比 1984 年增长 64.4%。农牧业的全面发

展，不仅解决了莱芜市人民的温饱问题，为国家提供了粮食、油料、棉花、果

品、肉类等优质农副产品，也有力地推动了莱芜市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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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从 1992 年开始，

莱芜市委、市政府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

种经营"方针的同时，大力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前提下，扩

大经济作物和高效作物种植比例。秋种不再下达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计划，由乡

镇、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安排播种面积，但必须完成粮食合同定购任务;

提出了 "1135" 工程，即 10 万亩生姜、 10 万亩大蒜、 3 万亩鸡腿葱、 5 万亩精细

菜的发展战略 。 当年粮经比调整到 7 : 3。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遇

到了生产资料的买难和丰收后的卖难，农业开始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在充分

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外地经验， 1994 年莱芜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关于实

施农业产业化战略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意见》。经过几年农业产业化战略的实

施，全市初步形成了以生姜为主的"三辣"，以莱芜猪为主的畜牧，以大棚菜为

主的蔬菜和以桃、干杂果为主的林果四大主导产业，形成了一批"三辣"、畜牧、

林果、蔬菜专业村和专业户、专业小区，初步形成了"一村一品、几村一品、一

乡一品、几乡一品"的区域经济格局，获得了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一批加工购

销大户相继产生，带起全市 10 万农民参与流通，为活跃农村市场起到了很大作

用，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富有生机活力的农民流通大军。截至 2000 年，全市农业

总产值 22.86 亿元，比 1990 年增加1. 58 倍;粮食总产量 35 770 万千克;油料总

产(花生) 1 240 万千克;生猪饲养量 34.84 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 3246 元，比

1990 年增加1. 98 倍。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农民生活水

平有了明显改善 。

进入 21 世纪，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重大

变化，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何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

成为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特别是 2008 年莱芜市被山东省委、省政府

确定为山东省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点市，农业农村经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莱芜市农业局党委审时度势，立足莱芜实际，提出了"围绕统筹城乡一体化发

展这个中心，突出建设姜蒜储运加工板块、实施好农业大项目、抓好招商引资、强

化农业部门管理服务职能四个重点，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目标"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开创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局面 。 截至 2008 年，农

业增加值 28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22% ; 粮食总产量 27 380 万千克，油料总产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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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 1 760万千克，比 2000 年增长 42%; 生猪饲养量 42 万头，比 2000 年增长

21%; 农民人均纯收入 6 646 元，比 2000 年增加1. 05 倍。在工作中:

(1)积极推进姜蒜产业板块建设。按照莱芜市委、市政府建设"中西部姜蒜

加工储运产业板块"的重要部署，积极打造"一流的生产基地、一流的加工基

地、一流的集散基地和一流的研发基地"。· 一是围绕打造全国一流的加工基地，

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莱芜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推进农业产业化 加快龙头企业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意见 ))，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规划，安排专项资金，扶持促进

大宗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通过立足资源建龙头、优惠扶持壮龙头、招商引资引

龙头、组织创新促龙头等方式，使农业龙头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

大，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成为莱芜市农

业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截至 2008 年，莱芜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区域性龙头发展

到 53 家，获自营出口权 75 家，山东省级龙头企业 10 家，国家级龙头企业 1 家。

在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下， 2008 年实现农产品出口创汇1. 47 亿美元，其中生姜、

大蒜两大主导出口创汇1. 07 亿美元 。 2009 年 1~7 月，莱芜市农产品出口创汇

13 941 万美元，同比增长 79% ，增幅比山东省平均水平高 88. 7 个百分点 。 出口

创汇连续 7 个月增幅保持山东省第一，总额列山东省第八位。农产品出口总额占

莱芜市外贸出口总额的 53% ，超过钢铁、纺织品成为莱芜市第一大宗出口产品。

莱芜市农产品出口企业达 60 家，万兴果菜、泰丰食品等 11 家年出口额过 500 万

美元的企业共完成出口额 11 549 万美元，占莱芜市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82.8% 。

出口市场达到 84 个国家和地区 。 二是围绕打造全国一流的生产基地，强化农产

品全程质量监管，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莱芜从 2000 年起启动实施农业标准化，

对农产品实行"从土地到餐桌"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 2003 年，莱芜市委、市

政府出台了《关于实施农业标准化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农业标准化工作的目标、

任务、工作措施和奖励政策。相继组织编制了《生姜生产技术规程》、《大蒜生产

技术规程》、《大葱生产技术规程》等 17 项技术规程，使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都达

到了"有标可依" 2004 年，莱芜被列入山东省 7 个首批实施"山东省出口农产

品绿卡行动计划"的地市，相继举办了"中国(莱芜)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

国际研讨会"、"中国(莱芜)出口欧盟农产品质量标准论坛"，实现了由传统的



前言 (7

埋头种植不管销售向严格按照进口国的标准组织生产直接出口的转变，提高了莱

芜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截至 2008 年， 165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得

IS09000 认证， 186 家企业通过了 IS014000 认证， 15 家企业获得 HACCP (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4 家企业获 GAP (良好农业操作规范)认证， 3 家企业

获得 EUREPGAP (欧盟良好农业操作规范)认证，其中万兴公司还通过了 TNC

现场认证考核;先后认证无公害农产品 26 个，绿色食品 2 个，有机食品 1 个，

涉及"三辣一麻"、蜜桃、樱桃、特色蔬菜等 10 多个种植领域;共发展"三品"

种植基地20 994.6公顷，其中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 17 181. 3 公顷、绿色食品种

植面积 3800 公顷、有机食品种植面积 13.3 公顷。三是围绕打造全国一流的研发

基地，做好品种引进与开发，推进农业科技化建设。积极推进生姜种质资源基地

建设，雪野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已建成 2 万多米2 . 的热带植物园、生姜园等，种

植各种植物 1 200 余种，其中生姜园引进种质 122 种 202 个引种号，其中食用类

种质 68 种 110 个引种号，药用类、观赏类、绿化类种质 54 种 92 个引种号，成

为长江以北最大的生姜种质资源基地。相继实施了"防治姜瘟病高效药剂筛选及

综合防治技术"、"生姜抗姜瘟病育种"等研究，选育出了高产优质品种 2 个，其

中辐育 1 号平均亩产达到 4 252.1 千克，比传统品种增产 30% 以上 。 相继推广了

有色地膜覆盖、强化富晒栽培、测土配方施肥、"双膜一网"等栽培技术。其中，

"双膜一网"生姜栽培模式推广面积达到 2 万亩，平均亩产达到4000千克，比传

统栽培模式增产 70%。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产品开发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

先后开发出了蒜末、蒜胶囊、姜酒、姜脯、姜油、姜饮料等 10 余个系列 30 余种

产品，姜蒜制品率达到 30% 以上。中国园艺学会姜蒜葱分会、中国食品土畜进

出口商会生姜分会于 2009 年相继在莱芜成立。四是围绕打造全国一流的集散基

地，着力加强引导与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运产业。截至 2008 年，莱芜市农

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发展到 1 142 家，加工能力 67 万吨，占农产品总量的

36.2%; 恒温库发展到 339 座，贮藏能力 5 1. 86 万吨，其中千吨以上的恒温库达

到 196 座 24 家企业建有高标准大容量生姜地窑，贮藏能力达到了 20 万吨。年

加工转化姜蒜 30 多万吨，实现经营收入 29.5 亿元，农产品加工储运规模进一步

提升。山东同春商业有限公司投资1. 7 亿元的"‘三辣一麻'交易中心" 2008 年

在莱城区寨里镇动工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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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积极推进农业大项目建设。坚持把农业项目建设作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的重要抓手，不断创新工作举措，加大项目的争取和实施力度相继实施了一批农

业和农村项目，促进了农业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一是大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

截至 2008 年，累计完成投资16 306万元，开发治理中低产田 26. 5 万亩，新增灌

溉面积 5.4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14.6 万亩。二是大力实施沼气建设。截至 2008

年，累计发展农村户用沼气 14 369 户，依托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中小型沼气

工程 50 处，年产沼气 500 多万米莱芜市建成户用沼气示范村 50 多个"千池

镇" 2 个"百池村" 10 个，沼气村级服务网点 8 处。三是大力实施扶贫开发。

截至 2008 年，累计投资 3 500 万元，在雪野镇、茶业口镇两个乡镇发展以花椒、

板栗为主的林果 2.5 万亩，生姜 1 万亩，建设农田水利工程 100 多项，修生产路

135 千米。四是大力实施测土配方施肥。 2009 年，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在莱芜市实

现了全覆盖。截至 2008 年，已累计实施测土配方施肥 190 万亩，减少不合理用

肥20 900吨。

(3)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招商。认真贯彻落实 2009 年 8 月莱芜市领导干部会

议精神，局党委确立了"发挥莱芜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姜蒜产业招商，招大项

目，招精深加工项目"的工作思路，推动农业产业招商再掀新高潮。一是组织了

产业招商队伍。组建了由一把手任主任的 5 人产业招商办公室，加强了产业招商

骨干力量。二是确'立了招商引资方向和领域。紧盯国内外农业产业化水平高，资

金、人才、技术密集地区，重点围绕日本、韩国、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北

京、上海、江苏、浙江、珠三角等国内发达地区的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国

外大型农业企业进行招商，重点引进一批带动力强、辐射面广的农产品精深加工

项目、现代化的大型农产品物流配送项目、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大型基地项目，以

求形成"引进一个、建好一个、带动一批"的联动效应。三是精心推出了一批重

点招商项目。研究制定了《莱芜姜蒜产业招商规划))，确立了<< 3 万吨速冻蔬菜

加工项目》、<< 2 万吨脱水蔬菜加工项目》、《农产品冷链物流项目》、《现代食用菌

高效循环经济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等 18 个农业产业招商项目。四是多种

途径开展招商。大力推进产业招商、专业招商、以商招商、重点区域招商，积极

开展展会招商、网上招商、代理招商等多种招商方式，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显著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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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大限度发挥农业部门职能作用 。 严格落实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业

政策性保险等惠农政策，在全覆盖的基础上做到了应补尽补。其中，农业政策性

保险获得了 2008 年度莱芜市委、市政府工作创新奖。加强减轻农民负担检查和

考核，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减轻农民负担"五项制度"和"一票否决"制度，有效

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 继续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积极引导、鼓励农民走合

作经营的路子，截至 2009 年 8 月，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专业合作社累计达到

276 家，带动农户 3. 5 万户以上 。 立足农业发展实际， 2009 年 5 月，积极开展

"围绕市场、转变服务职能"大讨论活动，对各科室(站)的职能进行了调整和

充实，在科室(站)职能中新加入了如何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服务职能。

(5) 扎实开展好"创业富民、创新强市、创优争先"的"三创"活动，带动

农民创业就业 。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积极响应莱芜市秃、市政府"三创"

活动号召， 2009 年莱芜市农业局以服务和推动"三创"活动深入开展为已任，

把加强农民培训、促进农民创业作为推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抓手，作为部

门创优争先、干部干事创业的新平台，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设计培训环节，创新

培训方式，加强教材建设，编印了《农民创业培训系列读本)) 15 本 8.5 万册、

《科技致富带头人读本 )) 2 本 1 万册，农民创业培训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截

至 2009 年 8 月，举办农民创业培训 32 期，培训农民 3 871 人(其中创业培训

12 160人、实用技术 1 711 人) ;举办农村科技带头人培训11 6 期，培训农民 1 025 

人，带动农村劳动力莱芜市内新增转移12 100人。

(6) 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开展土地承包

经营权质押贷款。莱芜市农业局把土地流转作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和

切入点，作为建设"三大板块、四个功能区"的重要载体紧紧抓在手上，市政府

先后制定下发 《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 、 《 关于加快推进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施意见 )) 0 2008 年 5 月，组织召开了莱芜市土地流转现

场会。 截至 2009 年 8 月，各区和 18 个乡镇(街道)组建了土地流转服务 中 心，

4 个乡镇(街道)设立了专门的交易大厅， 3 个乡镇(街道)制作了土地流转信

息发布网站(页)， 70% 以上的村设立了 土地流转服务点。 2009 年，我们又立足

部门职责，在参观调研、座谈研究、开展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先行先试，

与莱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联合出台了 《莱芜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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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试行) ))，莱芜市人民政府以莱政办发 [2009J 75 号文进行印发。有效地

解决了农民群众贷款抵押物不足的困难，增强了农民的融资和发展能力 。 2009

年 7 月，组织召开了莱芜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现场会。截至 2009 年 8 月，

莱芜市已发放贷款 10 户 925 万元，质押土地 4 673 亩。

(7)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正确处理稳定粮食生产与结构调整和农民

增收的关系，在提高单产、稳定总产、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加大农

业结构调整力度，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走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的道路，围绕

把结构调优、质量调好、规模调大、竞争力调强、效益调高的目标，重点放在优

化品种结构，增加科技含量，向科技要产量、要质量、要效益上，大力发展特色

农业，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培植壮大新的优势产业，逐步形成了以寨里镇、杨

庄镇、羊里镇、大王庄镇为中心的姜蒜基地，以牛泉镇为中心的大葱基地，以辛

庄镇为中心的黄烟基地，以苗山镇为中心的中药材基地和以方下镇为中心的精细

菜基地。 2008 年，莱芜市蔬菜播种面积达到 48 万亩，总产 114 . 78 万吨;蔬菜大

棚发展到 10 886 个。其中生姜 1 1. 91 万亩，总产 29 . 56 万吨;大蒜 16 . 68 万亩，

总产 23 . 34 吨;大葱 3 万亩，总产 3 万吨;马铃薯 4. 64 万亩，总产 10. 36 万吨;

黄烟1. 4 万亩，总产 o. 165 万吨(干货);白花丹参 O. 5 万亩，总产 O. 15 万吨

(干货〉。

新中国成立以末，莱芜农业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和广大农业战线干

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质量提

升、农业科技推广、农村政策落实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着我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

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莱芜农业将得到更好更快更全面

的发展。

2009 年 12 月



修志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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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历经各代连绵不

断，代代相继，永不断章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等就提出修志。 1980 年春胡乔木提出要继

承传统，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修

地方志 。 多年来，中央、省、市政府都重视修志工作。

莱芜市政府在 1985 年就对部门修志工作做了部署 。 2006

年莱芜市政府部署第二轮修志工作，在盛世修志的大好

形势下，局党委研究 2∞6 年 11 月抽集编辑工作人员并成

立编辑办公室 。 从莱芜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抽调了郝效水，

从法规科抽调了开振国，从计划科抽调了赵长宾，从经济

作物站抽调了杨贵华(女) 。 从农技站抽调了高燕(女)到

史志办。 由郝效水主笔，负责整篇稿件的整理和统稿 。

编篡《莱芜农业志 》 是一项浩大工程 。 且本次修志

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修专业志书 。 期间，市委常委、秘

书长刘建良为本志作序，副市长张作平给予指导并提出

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原农业局局长王道坤同志做了大量

的指导性工作 。 期间，时任纪委书记陈寿泉同志陪同市

史志办张鸿福同志到农业志编辑办公室，以会代训的形

式对编辑人员进行了专门指导 。 编志工作，作为编辑工

作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第一次 。 是一边学，一边干 ;

一方面熟悉科站材料，一方面参阅有关史志资料，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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