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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办公大橇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落成、使用。

丰厚乡三强村的粮、果“双千田”。



马托乡农田基建成景层层梯田如画屏。

九襄续大木村水稻高产片景观。



九赛镇满堰村新建粮果、粮桑基地，幼树成荫粮丰产。

汉源名优水果一金花梨，硕果累累，丰收在望。



开发山区，利用优势，粮椒间作，玉米、花椒双丰收。

丰厚乡大庄村“干溪孵农田基建结硬果，昔日荒河难

‘如今变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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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历史悠久，古蜀为笮都， “富林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

境内在万余年前就有先民活动，农垦开发早，隋，宋时代分别建县

立郡。所处地理位置，居于亚热带温带混交之区，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资源物产丰富。境内有飞越岭、大相岭屏障于西北阻遏寒

流，又有咆哮奔腾不息的大渡河由西向东横穿过境，流沙河由西北

向东南在县城南注入大渡河，很有灌溉之利。

编纂《汉源农业局志》从收集资料到编纂成书，历时六载有余，

农业部门的科技人员，通力合作，付出了辛勤劳动，现在终于同汉

源人民和同行见面了，它虽然还不完善，甚至可能存在不少缺点、

遗漏和谬误，但它却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记述了汉源主要粮食作物和

蚕桑的栽培历史、病虫害的发生防治规律，良种引进推广的成效，

农业生产现状及今后展望，为新编纂《汉源县志》提供翔实材料的专

业志书。汉源农业生产，虽然开发早，但在解放前发展缓慢，在产

量和品种上始终未有大的突破。解放以后，在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方

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建立了农业管理技

术机构，大力组织发动农民，新修水利、开田改土，改善生活条

件，增强农业后劲，引进推广良种、良制、良法配套一齐推，改革

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推广化学肥料和农药等

新技术，农业生产蒸蒸目上，产量上升很快。如1984年全县粮食总

产2923 l万斤，创造历史最高水平，比1 949年总产3577万斤，增长



7．1 7倍，其中小麦9 1 300亩，亩产6 08斤，跃居四川省，雅安地区前

矛，标志着汉源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正向小康之家迈进。

《汉源农业局志》是一本农业生产的专业志书，按照中共汉源县

委、县人民政府指示精神，在县志办的指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中共汉源县农业局党组研究确定，组织有经验的，长期从事专

业工作的科技人员，成立局志编纂组。根据汉源农业生产发展的实

际情况，先后在省、地、县档案馆，、查阅案卷和书籍，摘抄资料，

翻阅个人历年的笔记，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编纂，有的放矢，调

查研究，厚今簿古的秉笔直书，如实记述，本着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相统一的原则进行编纂，充分肯定成绩，提出发展方向，既

有利于当前生产，又有益于参考借鉴，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性，从

而扬长避短，发挥汉源的优势是有益的。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汉

源的农业生产将更进一步的欣欣向荣，方兴无艾，走向良种化，栽

倍规范化、管理科学化、产品商品化的道路。

解放四十周年以来，汉源农业部门的科技人员，‘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高度负责精神，披星戴月，风里来、雨里

去，废寝忘食、沤心沥血，年复一年的战斗在广大农村，推广科学

技术，指导农民学科学、用科学，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提高了

农业生产水平，增加了农民收入，创造了巨大物资财富，贡献了自

己的整个青春，甚至子孙。今见书成，深感庆幸，科史精技，内容

翔实，同行之道，读的益余，上述之言，代之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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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县农业局潘承泉

-Ju＼,九年十二月



凡 例

一，编辑《汉源县农业局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私上对祖宗

负责，现对。四化’有利，下为子孙造福一的目的出发；发扬矗尊

重历史，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嚣的精神，t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正文以篇，章，节，目分别记载了汉源县农业、蚕

桑、农经等生产和科技的发展概况以及农业机构，经营管理各方面

的历史和现状(注：果树，蔬菜，花卉另有专志记述)。共载五篇，

二十一章，六十五节．一百八十一目，二十三万余字。

三．本志记述的时间范围：上限为公元l 9 I 1年，下限为公元

1 985年，个别篇章上下限有些浮动．

四．本志采取以记事本末体为主、辅以编年体相结合的方法，

用语体白话文编写．详今略古，详近略适，兼顾一般，突出部门和

地方特色．力求重点突出，层次、概念清楚，雅俗共赏．

五，本志记事编年：对历史朝代的称谓，沿用通称，如“清朝

(清代)，， 秘民国嚣等，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统一用公元纪年。对历史资料基本以原件照抄，不于翻

注，不加政治评语，仅引其出处．

’六，本志中涉及到的行政区划名称，均以县政府规定的区、

乡，村，居民组名称，个别使用公社，大队、生产队和旧称者，以

括号注明现用名称．



七、本志涉及到的古今人物，原则上直书其名，不加职称和评

语．但有的为记事清楚，说明问题起见，个别于加职称．

八、志文中纪元年号和图表数据，均以阿拉伯数码填写为主，

个别地方亦兼用中文数码．

九、度，量、衡制：均以现行公制(即公里，米，厘米．公斤，

克等)和市制(即丈．尺。寸，担，斤．亩等)兼用；历史上沿用的IEl

制，如顷，石、斗，升等，基本保留原单位一并加注现制折合数．

十、．凡正文无法编入的部分，如大事记述，附录，后记，_局

志嚣编綦机构等，均纳入末篇。其他·中记述，供查阅参考．



《汉源县农业局志》读后

《农业局志》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汉源农业生产的发展历史和现

状。志书体例完备，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层次清楚，条理分明，

脉络连贯，衔接紧凑，观点正确，文风端正，详略得体，重点突

出，符合社会主义新志书的要求。

全志用大量的史实着力详述了以农业生产为主体，以建国后为

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耕作制度改革、作物栽培技术、良种繁育推

广，肥料施用，植物保护，栽桑养蚕，农业经济管理等主要方面的

成败得失，既反映了党的农业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也突出

了汉源的地方特点和农业科技在发展生产中的主要作用。通读全志

可从中发现规律，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得到必须因地制宜，从实际

出发的启示。

汉源属开发较旱的山区农业县，《农业局志》不仅在新修《汉源

县志》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本部门的一项重大业务建设，全

体编写人员，在局领导的亲自主持下，热心修志，几经寒署，竭尽

全力，为编辑我县农业部门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业志付出了艰辛劳

动，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令人钦佩。本志虽也有某些归属失当

及其他不足之处，然而。白壁微瑕一，无损于志书质量，作为一部

专业志，是成功之作，它将在资治、教育、存史中发挥作用，同时

也是我县农业工作者不可缺少的业务知识手册和农业职业学校较好

的乡土教材。 县志办
孙登一朱广和

一九八九年七月



汉源县农业局志编纂领导组

及编纂人员名单

组长：潘承泉

成员：周太亨、杜泮林、李宗本

编纂：李宗本、李其厚，黄洪安，马荣江，潘承泉，赵通明，杜品兰

编审：潘承泉

校对：李宗本、’李崇秋、谯淑琼

摄影：周庆伟、刘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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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一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

古往今来，凡于昌明盛世而颇有功绩见树之执政者，无不以志为

鉴，．立意续修，予利后世．

√我局根据中共汉源县委(198：3)18号和55号文件精神，在中共汉

源县农业局党组的领导下，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

基本观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本着实事

求是，忠于史实，秉笔直书的原则。于一九八三年秋，筹建成立了

《汉源县农业局志》编修领导小组，设立“局志一办公室，组织专业

编写班子，开展了农业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綦工作．

．．撰写部门志书，前无所鉴，是一项新的工作。鉴于时代的不

同，时间跨度之长，取材范围之广；既要使先辈们开创业绩的苦辛

不被湮灭；又要使人民政权建立后的丰功伟业发扬光大，促进农业

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并要为后来的同行者借鉴，吸取有益的经验，

教训和精神力量。因此，对博集资料的鉴别，分析和整编工作，都

必须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运用新的观

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 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才能达到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真实性相统一，以表现各时代的特点和部

门的特色．

本志以汉源县农业局的职能所及为范围，以全县农业生产和农

业科学技术为中心内容，将采集的一百余万言资料，整编成包括有



栽培技术，优良品种，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化学除草、农田杂草

调查，蚕桑科技，农业经济等专业的生产技术和科研成果，分别在

农业生产，农业科学技术，蚕桑生产．农业经济等篇章中作了较为

详细的著述。特别是栽培，良种、土肥．植保等科技的演进过程和

发展趋向，都是于今人和后代子孙难能可贵的财富．同时，对农业

管理机构的历史沿革，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也作了

较为详细的叙述，体现了执政者鲜明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对农

业有关的自然地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均有概况陈述．总之，

本志基本做到客观地反映全县农业生产．科技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发

展趋向，可供同行者对全县近期和将来农业发展建设的参考文献，

有益后世增订和续修作基础．．

本志编修历时两年有余，承蒙汉源县志编綦委员会、总编室的

领导和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在

此，特向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l对本局各站，

公司、场的领导及参与辛勤搜集资料的同志，表示谢意l对参与完

成本志的编、审、打、校、印等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亲切的慰

问1．

由于我们掌握的材料和政策理论水平有限，技术业务能力尚

差，志中缺点和遗漏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kJk年十月



大 事记

-；k00年(即清朝嘉庆四年)六月中，西域沟(今两河乡境内)，佛子桥两处蛟

害，损居民百余家。注： “蛟”即泥石流。 (摘自《清溪县志》)．

一八一二年六月初三，汉源遭受八级以上大风，吹倒富春。八角亭。．毁房六家．

一九四三年(即民国三十二年)。汉源县政府县长于锡猷．四次呈报西康省政府：

汉源五至八月遭受严重干旱，兼有冰雹，大风、水灾和虫灾，粮食生产大减产．其中：

四个区(镇)水稻减产三至五成；五个区(镇)玉米减产二至五成；五个区(镇)薯类

减产一至四成。(摘自雅安地区档案丙l 8—6720卷)．

一九四三年案奉钧府省建一字第1004号代电转准农林部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章农字第12002号代电饬于二月五日举办。农民节”纪念大会．(摘自雅安地区档案丙

1 8—6558卷)．

一九五。年三月，汉源县人民得解放，建立了西康省汉源县人民政府，县治由涛溪

(老城)迁到九襄(汉源街)．

一九五。年六月，汉源全县在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四大运动的基础

上，分两批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第一批土改为九襄区．富林区．清溪区，宜东

区和皇木区的大部份乡，于年底完成；第二批土改为大树区和皇木区的顺河乡，予五二

年八月完成．。土改”共没收，征收土地101859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32．8％，按

《土地改革法》之政策规定，本着“农民团结互让．于部大公无私，目的有利生产，方

法民主协议，分配公平合理，结果群众满意”的原则精神，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耕者

有其田的愿望．

一九五二年十月，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确定了一九五三年大力发展互助

合作组织，开展爱国丰产运动的方针和计划．汉源县于五二年三月建立起第一个。农业

互助组”，是富林镇民埝村李锡全互助组，相继又建起大田乡白锡成互助组等九个。运

动发展速度很快，到年底全县共发展常年互助组4 0 9个，临时互助组1 526个，组织起

来的农户有l 7157户，占全县总农户的43．14呖。

l



一九五三年大田乡“白锡成互助组”以平均亩产粮食8 8 6斤，人均收入1 2 O元

的丰产增收成绩，组长自锡成同志荣获西康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一九五五年春，白锡

成初级农业合作社又以优异的“爱国丰产”成绩，参加了全省劳动模范大会，荣获“金

星奖章”．

一九五四年夏，大树乡麦坪村农民戴廷高同志，在引种成功的“中大2419”小麦田

中，发现并选出三穗天然杂交变异单穗，经系统选育成功，定名“汉源六楞小麦”或称

。戴字六楞麦”良种。六二年在全县较大面积推广，亩产比原品种。中大2419”增产

31．7—50％。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四川日报》刊出汉源县委书记王绍宇同志撰写

的。三穗小麦传千里”报导文章．该品种先后推广到全国五个省、一百零三个县，市种

植，生产效益显著。戴廷高同志被群众誉为“农民育种家”．

一九五七年底，汉源全县基本实现农业集体化，建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 l 6

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5 9 3个，入社农户38964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3．89％．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汉源县

九月底就实现了全县。人民公社”化，共建立公社二十九个，入社农户42491户，占总

农户的99．97％．其中，建成最早，最大的是九襄人民公社，该社由原九襄、大田、丰

厚．双溪四个乡合并而成．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以社统一核算，以管理区(大队)为基

础，搞半供给．半工资分配铡，大办公共食堂。到一九六一年全县粮食生产下降到最低

谷，比五七年总产减少1．1倍，人均生产粮食由五七年的5 2 1斤下降为2 5 9斤，全

县人口减少18828人．

一九五八年六月。经雅地行署(5 8)计基字第6 8号文批准，正式建立汉源县园

艺场，场址设在丰厚乡境内．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月，汉源县皇木乡发生特大虫灾，玉米粘虫的幼虫遍地，每平

方市尺玉米地内有2 0—3 0头，几天内将禾苗、杂草都吃光；有两户盖毛草房的农

民，因房上，屋内到处是虫，无法生活，被迫迁居．该乡当年玉米亩产仅33．5公斤，比

五七年亩产85．5公斤减产I．55倍，区委书记因此受撤职处分．

一九五八年十月，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现场会议在广东省新兴县举行．汉源县(第一

次)土壤普查工作，由县农水科四人．雅安专署～人，四川农学院师生二十五人组成土

查工作队，并抽调各乡参加．共l 7 5人．“汉源县土壤普查鉴定报告”于一九五九年

一月园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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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问，汉源县在“大跃进”运动中刮起。三高五风”，即计划高

指标，粮食高征购，分配高积累；平调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

风，干部特殊化风。如全县计划任务：亩产万斤粮面积1 I 300亩；亩产五千斤粮面积

22615亩；亩产三千斤粮面积37692亩，指令完成．要求各级大搞卫星高产田、地，指标

是：稻麦卫星田亩产五万斤；薯类放卫星亩产十万斤；玉米卫星地亩产一万斤。必须层

层落实，产量报不上来就反“右倾”． 、

一九五九年二月，按党中央“权力下放”指示，改公社统一核算为管理区(大队)

核算：六二年---TJ又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全县保留了大树公社大瑶大队一

个为大队核算试点，直到七三年五月，大瑶大队才改为生产队核算：一九七八年在。农

业学大寨”的浪潮中，又重新搞起三个大队为大队核算，即九襄公社民主大队、丰厚公

社三强大队，唐家公社五里大队，按“大寨式”评工分。 “大锅饭”分配，到七九年九

月党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下达后，才转为以生产队核算．丰厚三强大

队坚持到八。年中央再次指示纠正“左”的错误，清除“左”的影响后，扶八三年起成

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一九六四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公报：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农

业学大寨。的决策．秋季，汉源全县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大力发动群众

。战天斗地．改造穷山恶水”，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建设“大寨田。．如丰

厚大庄大队，大树公社，富泉大坪大队等社队，在建设大寨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县开田改土，改造低产田土工作，至今仍属全省重点县之一．

但在农村经营管理上，由于硬搬“大寨式”评工记分，分配平均主义严重，吃。大锅

饭”，对社员生产积极性严重挫伤，这是失误的教训．

一九六五年初汉源县农业局在贯彻执行省农业厅，地区农业局“关于推广两种劳动

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文件精神中，以(6 5)农人字第0 0 4号文件“关于压缩六

站人员的情况报告”实施，硬性将全局五十六名农业技术干部分别进行。处理”：一、

按地区下达编制十九人留局工作，其中农技九人，果树二人，蚕桑二人，畜牧六人．

二， 。处理”编外人员三十七人，其去向为：到县农场和县委试验田从事生产劳动的

二十三人；到县园艺场从事半农(劳动)半教(教半农半读农校)的三人；改行调其他

单位和部门的十一人， (实有八人调离)．后于一九六六年因工作需要，先后将各场劳

动的科技干部调回．

一九六五年引试。三矮”水稻良种成功，即珍珠矮．广场矮、矮子粘，其中珍珠矮

最高亩产达1 1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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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六月，按党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精神，开始了全国性的，史无

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汉源县农业局也深受。左”的路线干扰，年底成

立“革命群众组织”，形成。两派”斗争，后又联合直至消逝，这次运动初期失踪一

人． (即农技站徐明)永无下落。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由。汉源县革命委员会”通知， “撤销农业局及其所属站、

组”．全局农业科技干部仅三人留县革委生产指挥组工作，绝大部分科技人员到县

。五．七干校”搞斗、批、改，参加劳动；将县种子站合并到县粮食局，到各区粮站工

作；县畜牧站合并到县人民医院．直至。五、七干校”撤销，于一九七O年十二月按县

革委政工组通知： 。成立汉源县农业局革命领导小组。．各路农业科技于部才陆续调回

归队．

一九七。年冬．我县首次。南繁”育种．由农技干部李宗本同志带领县农场工人任

朝福，在海南岛陵水县繁殖双季晚稻种“雅粳6 2 l”，翌年四月将种子运回汉源适时

抢播．

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凌晨，富林乡麦地村发生严重滑坡灾害，下滑土体长3 0 0

米，宽2 2 O米，约7 0万立方米．滑体越沟而过，埋没了沟对岸1 5米高平台上的三

层楼碉房，堵断峡沟．积水成塘，水面1．5平方米，水深1 1米，四个生产队受损失．

埋没l 4户人家，毁房5 2间，死亡4 3人，损失猪只2 3头，埋没耕地1 1 3亩．

一九七一年，我县引进能自然开花的结籽红苕“5 7—5 4”和。河北3 5 1”品

系，在大树乡海螺村试验红苕的有性杂交制种．两个亲本： 。河北3 5 l。系南瑞苕作

母本与农林4号作父本杂交育成； 。5 7—5 4。系河北3 5 l作母本与广东省田间自

然落粒品种作父本杂交育成．两品系如能获得足够的光热条件，花期相遇，即可获得自

然有性杂交的“结籽红苕”种子，目的以解决红苕块薯退化，窑藏种苕霉烂和栽培用苕

种数量大的问题，但未成功．

一九七一年，大田公社新埝六队首次刨造小春亩产一季跨《纲要》(8 0 0斤)纪

录．全队3 0户农户，1 5 7人，种植小春面积5 0亩，总产小春粮40591斤，平均亩

产8t 1．8斤。秋季，该队长郭炳先同志和县农业局潘承泉同志出席了省农业局在崇庆县

召开的“全省小春生产会”，郭队长作了。丰产经验”的大会发言．以后该队小春生产

连续八年保持跨鬈纲要》．七七年5 6亩小春创造出平均亩产947．7斤的新纪录．

～九七三年，汉源县农业局长王长合，九襄公社大队党支书张殿清．代表汉源县出

席全国小麦生产现场会，会议在石家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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