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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农业志》审验单位及审验人员

审验单位：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稿人：陈昌应(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县党史研究室主任)

资荣华(马关县党史研究室编辑)

熊天祥(马关县党史研究室编辑)

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件

马志委发(2005 3 02号

关于《马关县农业志》出版发行的批复

马关县农业局：

你局报来《关于<马关县农业志>出版发行的请示》及志稿收悉。经审

查，我委认为，《马关县农业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风端

正，为保存史料，资治当今，启迪后人，同意《马关县农业志》付印出版。

此复

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二oo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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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一

马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陈子品

改革开放以来，马关县农业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行了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突破了计划经济模式，初步构筑

了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这些根本性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

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人民生活正在从温饱逐步

迈向小康。

《马关县农业志》以丰富的史料，翔实地记述马关县农业生产曲折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既有时代气息，也有地方特色，不失为了解历史、研究县情、

总结经验、探索农业发展道路的一部难得的县情资料。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农业经济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马关

县农业志》的编写、出版，是一项服务当代的基础工作，为我们回顾历史、

认识县情、研究制订发展规划，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我们的发展进程中，

将会不断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我们以史为鉴，不断发现和分析解决问

题。特别是在加快小康社会进程、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我们要以史为

鉴，抢抓发展机遇，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

为依托，以效益为目标，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

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力加快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推动马关县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oo五年十二月



·2· 马关县农业志

序‘二

马关县农业局局长查广福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纂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风

端正的部门志书，既是我县地方志工作的需要，更是全县农业系统干部职工

的共同心愿。现在，历经五届编纂领导小组，凝集全系统干部职工智慧结晶，

通过编纂人员10余年艰苦努力，数易其稿，反复修改订正的《马关县农业志》

终于成书问世了。这是承先启后、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一件大好事。我谨

向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辑同志以及关心、支持和帮助成书的各界人士，致

以真诚的谢意!

农业是基础产业。我国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

业等发展阶段，当前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

大规模商品经济转化时期。马关是典型的农业县，农业历史悠久，农业在全县

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县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

丰富的生产经验，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

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大力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使生

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使农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民生产、生活条件

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规律和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我县农

业和农村经济尚处于后进状态。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

迫感，努力开拓进取，力争有新的突破。

修志明史，以史为鉴。(-5关县农业志》全面系统地记载了马关农业和农

村经济的历史和现状，为全县各级领导、农业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提供了可

靠依据和大量信息，将为促进马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让我

们充分开发利用志书的功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作出贡献，为马关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谱写新的篇章。

二oo五年十一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风端正为标准，

事求是。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观点正确、

力求做到特点突出，内容丰富，实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概述总揽要领。

大事记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简要记载境内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重要事项。

志为主体，分章设节立目，横排门类，纵述始末，详今略古，文、表兼用。

人物设传略、简介、名录，传略限于正面典型，简介限于部分局长和个别高、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专业技术职务名录限于中职以上人员，先进个人及

获奖者名录限于获得县(处)级以上表彰奖励的人员。附录收录重要的地方

文告、部门文选和农谚。

三、本志上限年代，尽可能追溯，下限截止2004年12月。清代以前的历

史纪年，沿用汉字小写数字，以后的历史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均注明公元年

代。地名以今名为准，必要时注明原称。

四、本志以种植业、养殖业和农村经济为主，略写农机。对划出区域、

析置部门、调出人员，一般不入本志。畜牧部门虽已于1997年7月析置，但

为保存历史资料，本志仍作了记述，所涉及畜牧业及其机构等方面的内容均

截止1999年12月，之后的不再记载。

五、除引文外，记述以语体文为行文规范，使用国家统一规定的简化汉

字。语言力求朴实、简明、流畅。

六、为简便记述，某些专用称谓，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或

直接省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简称

“国家农业部”，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简称“省委”，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农业局简称“州农业局”等。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农业局及直属各站(校)、县统计局、县档

案馆、县志办等单位，部分来源于调查或书籍。

八、文中所用计量单位，1949年10月以前的按原计量单位记述，必要时

加以换算，10月以后的按县统计部门计量单位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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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属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位于东经103052’一104039’和北纬22042’～23015’

之间。东与麻栗坡县相连，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交界，西南连接河口县，西与屏边县毗

邻，北与文山县接壤，东北与西畴县隔盘龙河相望。县境与越交界的国境线长达138公里，

有3个镇、11个村民委员会与越南的猛康、箐门、黄树皮、新马街4县山水相连。县城马白距

省会昆明422公里，距州府文山73公里，距中越边境最近处22公里。县境从东到西最大横

距79公里，从南到北最大纵距6l公里，最小纵距24．7公里。全县总面积2676平方公里，居

住着汉、壮、苗、瑶、彝、傣、布依、蒙古等10余种民族，2004年末，全县总人口35．42万人，少

数民族人口占49％，农业人口占90．6％。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32人。全县辖15个乡

(镇)，124个村民委员会(社区)、1546个自然村，有2026个村民小组。2004年：马关生产总

值10．4亿元，人均2936．2元；工农业总产值lO．38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6．8亿元，占

65．5％；农村经济总收入5．67亿元，人均1768元；农户人均纯收入1326元，人均有粮339公

斤。

马关历史悠久。早在1日石器时代晚更新世就有古人类在此生息。周朝(约公元前11世

纪至前256年)，已有百越集团的进桑部族定居。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后，先后属

群；|可郡进桑县地，东汉属进乘县地，蜀汉属兴古郡，西晋属梁水郡新丰县地，唐代属江南道黔

州都督府群州辖地。唐“南诏”时期属通海都督辖地，宋“大理国”时期为矣尼迦部。元初属

南路总管府阿焚万户舍资千户，明代属临安府八寨长官司直隶云南布政使司。从宋皇佑五

年(1053)到清康熙五年(1666)属龙氏土司领地达600余年。康熙六年(1667)实行“改土归

流”后属开化府。嘉庆二十五年(1820)设安平厅辖永平、逢春、东安3里(含今马关、西畴、麻

栗坡、河口县的大部分地区及文山县古木、柳井等乡)，时有15571户、72694丁口，原额田199

顷76亩(折合今19976亩)，实征条公等款共银1814．9两。光绪十三年(1887)，都龙等地划

还中国后取名归仁里属安平厅。中华民国1年(1912)，安平蚕林实业团成立；2年(1913)，改

安平厅为马关县(将马白关去“白”留“马关”为县名)；3年(1914)，改4个里为东、南、西、北、

中5个区，县政府实业团管理全县农桑、矿业和交通。民国时期，马关县先属蒙自道尹管辖，

后属云南省第二区(后改为第四区)行政督察文山专员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文山

专区，1958年4月后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全县各族人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中共

马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努力奋斗，为保卫祖国、建设边疆做出了不少贡

献。虽几经周折，仍然沿着安定、团结和发展的道路奋勇前进。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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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搞科技兴农，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力争尽快脱贫致富奔

小康。经济形式是生产关系和经营体制的总和。马关农业天体经历了原始社会氏族制，封

建社会奴隶制、农奴制、租佃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合作制、公社制等经济形式。1982年

以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双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一定20

年。1999年在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又签定了30年的土地延包合同。承包制有效地体现了

“双层经营”体制的优越性，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2003年9月，全县启动了农村税

费改革，通过“四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一建立”，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马关处于滇东南岩溶高原六诏山脉南缘，地势大致为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峰峦叠嶂，

沟壑纵横，无五里平川，山区面积占76％，半山区占24％。最高海拔2579米(东部与麻栗坡

县接界的老君山主峰)，最低海拔123米(西南隅的南溪河畔)。河流属红河流域泸江水系。

气候属低纬亚热带东部型山地季风气候，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日照充足，雨

量集中，干湿分明，雨热同步，干冷同季等特点。局部地区形成“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

立体气候，低坝河谷炎热，中山浅丘温暖，高山寒凉多雾。1959～2004年，全县年日照时数为

1358．5。2193小时，降水量为1027．3～1888．2毫米，蒸发量为1665．3～1186．2毫米，平均气

温为16．3～17．90C，无霜期为271～365天，雷暴日数为46～89天，平均风速为1．4—2．5米／

秒。全县水质良好，土壤一般有机质为中上，氮、钾含量较高，偏酸，宜耕性好，生物资源丰

富。全县土地总面积401．4万亩，可利用面积占95．9％。1987年以来，全县认真实施《综合

农业区划》。耕地面积以1956年的55．32万亩为多，人均3．53亩，以1963年的41．83万亩为

少，人均2．46亩。2004年有43．62万亩(其中水田6．89万亩，雷响田3．25万亩，旱地25．65

万亩，轮歇地7．82万亩)，人均占有1．36亩。2000年12月，八寨那古博公路竣工通车，至

此，全县15个乡(镇)124个村民委员会(社区)全部实现通电、通公路。优越的环境，为马关

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马关的粮食作物以稻谷、玉米为主，品种300余种。2004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124424

吨，比1952增2．5倍，年均递增0．66％，比上年增产1706吨，增1．4％；平均单产155公斤，比

1952年提高73公斤。在粮食总产量中：大春占91．7％，小春占8．3％；水稻占30．8％，陆稻

占2．1％，玉米占46．3％，薯类占6．1％，豆类占5．8％，小麦占4．4％，杂粮占4．5％。

境内适宜种植以轻工业原料为主的多种经济作物，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以市场为

导向，大力调整种植业结构，不断提高栽培技术水平，积极扩种经济作物，增加农民收入。

1952～2004年，全县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为22118～185419亩，粮经比例达76：24；年产油料

243．7～4003．2吨，平均单产7．9～59．33公斤；甘蔗1170～50297．7吨，平均单产1001～

2719．82公斤；三七300—854500公斤，平均单产7～48．18公斤；2000。2004年，年产亚麻原

茎540．9～4918．7吨，平均单产107．75—186．08公斤。1992～2004年，年产烤烟100．1—

2802．5吨，平均单产74．1～121．13公斤。蚕桑生产于1995年恢复，到1999年，桑园面积发

展到620亩，年产茧量700～9058公斤。茶叶生产已进入正常稳定发展时期，2004年茶园面

积16410亩，茶叶产量18．9万公斤。

1980年以前，马关蔬菜紧缺。土地承包到户后，全县种植蔬菜面积逐年扩大。1999年

为85933亩，比1984年增长3．45倍，户均1亩多。2004年为111203亩，户均1．6亩。近年开

始发展大棚蔬菜。常见的蔬菜品种230余种，除满足县内需求外，主要销往河口、越南等地。

全县水果生产有了较大突破，2004年果园面积为48905亩，水果产量1722．14万公斤，比历



概述 ·3·

史最高年(1980年)产量增长13倍，年均递增11．61％，人均48．6公斤。常见品种120余种。

近年引进美国黑李、瑭溪蜜柚、台湾青枣、金秋梨等品种试种成功，已建苗圃6l亩，可供苗木

100余万株。

马关天然水面只有河流、潭泉，可渔水面千亩左右，主要是水库、池塘、坝塘和稻田养鱼。

2004年：水库养鱼3580亩，产量8．8万公斤，比1984年增长21．5倍；池塘、坝塘养鱼2225

亩，产量62．2万公斤，比1984年增长226倍，平均单产284．0公斤，比1984年提高lO倍多；

稻田养鱼6700亩，产量17．1万公斤，比1984年增长855倍，平均单产25．5公斤，比1984年

提高96％；天然增殖3万公斤。全县2004年水产品产量为94．1万公斤，人均2．93公斤，比

1984年增长98倍。已建商品鱼基地2千余亩。

马关农牧方面的名特产品有30多种。已列入《云南特产》的有“开化三七”、“无角山羊”

“马芽花”等，列入《文山特产精萃》的有砂仁、薏苡(六谷)、山奈、“马关香蕉、芭蕉”、“马关大

种鸡”、“马关马”等，近年开发的“优质光坎米”、“塘房桔”等名特产品，已畅销省内外。2001

年3月，马关县被国家农业部中国特产之乡推荐暨宣传活动组织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草果之

乡”。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

权，二是可分配总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三是分配形式简便易行，四是农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

高，五是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思想意识逐步向现代化农业转化。1999年全县农村经济总收

入32653万元，比1979年增长16．3倍，年均递增14．54％；出售产品收入11059万元，商品率

为33．87％，比1978年提高13．4个百分点。2004年，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56696．3万元，比

1999年增长0．73倍，年均递增11．67％。

“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在科技兴农大潮中，全县

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日益加强，通过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培训、试验、示范、指导、

改革等活动，有效地推广了农业科学技术。1974年以来，有300余项科技成果分别获省、州、

县级奖励。

农业机构日趋健全，职责明确，奖惩分明，办事效率较高。2004年末，县农业局内设5

个股，事业单位有直属11个站(校、中心)；3t系统(不含乡镇人员)有行政干部16人，事业干

部79人(专业技术人员71)，工人24人，合计119人。

党的基层组织(总支、支部)发挥了较好的战斗堡垒作用。工、青、妇、老等群众组织健

全，农学、农经、畜牧兽医等学术团体，积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

长期艰苦奋斗在农业战线上的离退休人员和在职干部职工，有21人得到省(部)级颁发

的《荣誉证书》和荣誉证章，有6人受到省(部)级的表彰奖励。有68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先进个人，分别受到县(处)级、州(厅)级的奖励表彰。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5年间，人们深刻体会到以农业为基础的重要意义，基础坚实，上

层稳定，基础发展，百业兴旺。发展农业，一靠党的政策，二靠科学技术，三靠增加投入。农

业生产，既受天时、地利的限制，又受人力、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的制约，必须遵循生态平

衡规律、价值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要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性，严格尊重农民的自主权，认真搞好产前、前中和产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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