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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静 考丽 雷

农业机械是进行现代化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但在解放前，由于我国科学技术落后，农

业机械很少，发展很慢，因jH=，使用的绝大部分仍然是传统的旧式农具。解放后，在实行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党和政府就提出了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设想并采取了相应的

措。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工业的支援，我国的农业机械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得到了

较快的发展，这对于减轻农业劳动强度，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抗御自然灾害，促进农业的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三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县因地制宜地改革旧式农具，大力发展农业机械，

使农业机械化达到了相当水平。在发展农业机械数量同时，切实加强了对农机的使用管理、

维修、供应、人员培训，试验推广等方面的领导，在充分发挥现有农业机械的效益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武进县农业机械志汾是我县解放后三十余年中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的纪实，同时，初

步总结了经验和教训。(由于资剩缺乏、对解放前有关农机的情况记叙很少，这是一个缺

陷)。

我县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虽在解放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以农业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

求，还仅仅跨出了第一步。形势要求我县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应该大踏步地发展，要更广泛地

使用现代技术装备。只有这样，才能更大幅度地提高单位面秽产量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从

而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繁荣兴旺，稳步地为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的生活

提供充裕的物质条件。这一波滥壮阏的伟大事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和子孙后代为之作不停顿

的奋斗。

全志十万余字，综述了我县解放以来农业机械的发展概貌。希望它能起一定的借鉴和提

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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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农业机械的发展

第一节 概 述

农业机械是进行现代化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0我县现在使用的各种农业机械，是从旧式

农具的基础上逐步改进和发展起来的。据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O年)中国《农业周报》和

《。工商半月刊》记载。中国的农具自古完备。但又称t中国农民所使用的农具多半粗笨不

堪。这些东西最少历经千把年未曾改良过缸

据老年农民回忆和历史考证。我县在历史上虽属农业较发达的地区，但从清代中叶起副

解放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农具，除脱粒、碾米等工具有所改良，少数地区有戽水

祝船包田灌水外，主要用犁、耙、锄、铲、龙骨水车等铁，木、竹制旧式工具。这些农具，

只有因各个地区不一而在式样、、尺寸上有差别则结构大体相同，找不到一点改良的痕迹。这

表明我县的农业生产千百年来都是靠人力，畜力耕种，从事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所谓牛耕

入锄：；，．肩挑人担p因此劳动强度太，效率却很低，在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所以农民群众中

长期流传着“白米饭好吃、田难神”j“·粒粮食一滴汗、粒粒皆辛苦"之说。

解放后，我县在完成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在党中央一系列的发展农

业生产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逐步对旧式农具进行了改革，监建立起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的

初步规模。三十多年来，我县在改革旧农具建设发展农业机械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取得

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在解决提水机具方面争一开始就结合大力兴修水利，全面发展了机电排

灌，主要发展了电灌，从面使全县的农田金都使用了电力排灌。随着农村普遍使用电力，脱、

粒也由开始时推广脚踏脱粒机发展到使用电传动的脱粒机。又利用电灌站的动力发展碾米

机、磨粉机、饲料粉碎机等。一九六九年后，更大力发展以手扶拖拉机为主体的耕耙机械。

机耕面积达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过去千百年沿用的人力水车、牛推水车、掼稻

床，石磨、石碾，石臼等旧式农具已在我县逐步被淘汰，农民也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逐渐解

敖出来。

但是，在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

l



互助合作化运动中，曾一度肓目推广过适合于北方使用的双轮双铧犁，在一九五八年“大跃

进"时期，又大搞工具改革，不切实际地提出了“车子化’’、“绞关化”等错误口号，农田运

输、开河运土要“甩篇坦"，于是粗制滥造了大批土轴承、木制四平车等，造成的损失较

大。以后在推广某项新式农机具时也有操之过急，强调一律化从而一刀切等错误做法，以致

使农业机械的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但总的来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对农业的支

援，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我县解放以来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发

展还是快的。到一九八三年底止，全县已理有农业机械总动力六十五万七千三百马力，平均

每马力负担耕地二亩五分六厘(其中排灌动力十万四千七百马力，平均每马力负担耕地十六

亩零五厘，比解放初期一九四九年的九千八百马力增长九十六点八倍，拖拉机马力达十二万

六千马力，平均每马力负担耕地十三亩三分)。备种主要农业机械有：中型拖拉机一百八十

九台、六千九百六十六马力(以“丰收一35型"为主，其次有‘‘上海一50型”、“东风一25

型"以及“东方红一28型"、“东方红一75型”)I手扶拖拉机九千七百十八台、十一万六千

六百二十二马力(以“东风一12型"为主)，农用电动机四万三千一百台；农用汽车八十七

辆，排灌用柴油机一千一百十三台，电动机三千九百三十一台，机动运输船(包括挂浆)三千

四百二十七艘，机动脱粒机兰万九千六百九十七台，机动喷雾机二千三百六十五台I联合收

剖机九台I碾米机二千一百十五台I饲料粉碎机一千七百九十七台。另外，还有手推胶轮车

一万七千一百十五辆，人力脚踏脱粒机八百兰十六台，人力喷雾(粉)器七万四千二百零七台

等半机械化农机具。以上农业机械的总值(原值)已达八千七百四-}—·万五千元，约占全县农

业生产资料圃定资产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金县耕翻，排灌、脱粒、粮洫饲料加工、植保等农

业作业项目已基本实行了电气化、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的面貌，促

进了农、副、工各业的发展。一九八三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超过十六亿四千万斤，比解放初期

韵六亿六千万斤增长了一点四八倍。乡村工业产值达九亿三千四百万元，占农副业总产值酶

百分之七十六点七。大批劳动力已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转移到乡镇企业、养殖业、农耐

产品加工业、建筑业、运输业等方面，使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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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各类农业机械

一、耕耙机械

耕耙机械是进行农业生产的重要作业机具。据一九八一年二月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匿

古代农业发展史简编》记载。从明代中叶到清初，我国农民就使用畜拉步犁进行耕作。解放

前直至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县农村耕翻土地，还使用这种用牛力拉动的犁。犁身为

木制，下装一铁制

犁头，使用时耕者

在后面执犁梢，驱

牛拉动前进，使犁

头入土酗耕。一牛

一人一犁，一日仅

能耕地二至三亩，

工效不高。部分

无耕牛和犁具的农

户，则用钉耙、锄
牛耕田 型

头翻田整地，也有的以人工换牛苕口二

耕后碎土，主要是毖用牛力拉的木耙和铁；巴。种麦用铁耙碎土。铁耙由五尺左右长的一

千长方木框和前后两行‘：匡底部装数十把小犁石构成。耙臣时人站在耙上，驱牛拉耙前进，

木耙 铁耙

将土耙碎。莳秧月g

用木耙碎土。木耙

与铁耙相似，唯中

间装一活络木刺百

抄。耙田时牛拉耙

前进，中间活络百

抄轴转动，使土破

碎并拉平。这种

犁，袍在巍荽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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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耕牛的部分乡村和农户中还被继续使肌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署农垦队，在我县何留乡(现胡瑭乡何留

村)设一排灌维修基地，有立式车(抽水、碾米用)九十台左右，韭有美国。福特一25型”中

垂箍拉机一台：当时傲过耕田演示。

解放后，常州专员公署在我县运村乡创办了专署农场。一九五二年三月从丹阳县练湖农

场谰进美国制造的“福特一25型一中型拖拉机一台，配套农具有圆盎耙，犁各一部。耕田

时，轰动了周围数十里，每天有数千人扶老携幼前去观看“铁牛”耕田一。

为了改进耕田机具，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

五六年期间，我县曾推广过畜力索引的铁制双

轮双锌犁。据一九五七年蹲月十七日武进县供

销合作社第十一期《当前工作情况汇报》统计，

两年中金县共推广双轮双锋犁一千三百五十：
、

三架。由于双轮双锌犁全系铁制，装有两个犁 、

头，因此犁身较重，北方地区用两匹马或骣于

拉动。而我县历史上只使用耕牛，一头牛拉不

动，这种双轮铁制犁两头牛监拉，牛性不习，

加上我县土质粘性重，负力甚大，无法使用L

以后全部由县供销社收回作废铁处理，使国家

和农民在经济上受到了一定损失、-

lt轮it锋犁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曾错误地提出“绞关化”的口号。全县普遍使用了所谓“绞

关犁”。即在犁上系绳索，用四五个人推动绞盘收放绳索而使犁行进以达到耕翻土地的目

的：此法既费力又慢，很快就被废弃。此项改革造成的损失很大。以后县有关部门还试验推
二

广过钢丝索牵引的电犁，也未获成功。． i
^’

‘ ，

一九五九年五月，由国家投资建立下茜营武进县拖拉机站，有中型拖拉机五台，都是

“泊来品”，其中有英国的^“摄竞森一35”，苏联的“德特一28玎，捷克的“热托--35”

等。这是我县第一个拖拉机蜥窘为农村代耕，戽求和运输碾姥。并瑚县遂步发展拖拉机
等农业机械起到了典盘最范推鼠；i．试螗一丸蠹九年六月教嚼艟

1n蛳六0年r前黄乡钱家村购置常州拖拉机厂第一批试制的“工农_一7型”手扶拖拉机



一台。1这是我县农村第一个使用手扶拖拉机耕作的村。到一九六七年间，全县农村已拥有五

十一台手扶拖拉机。

一九六九年后，我县的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一九七七年中央发出大办“五小

企业"(小钢铁、小煤碳、小水泥、小化肥、小机械)的指示|o为了加快发展农业机械化，县

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召开工业会议，讨论了我县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有关问

题b伺年六月，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决定将试制手扶拖拉机的任务交给武进县农业机械

修造厂(现名武进柴油机厂)。七月，县革命委员会为了选准适合我县使用的手扶拖拉机型号，

由县农业机械修造厂和湖塘农机修造厂联合派出了十九名人员组成干部、技术员和老工人三

结合的调查访问组，在县农业机械修造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友根、湖塘农机修造厂革命委员

会主任秦敖挺、付主任薛金大等带领下，赴山东莱阳动力机械厂、浙江五丰机械厂、永康机

器厂、常州柴油机厂等厂调查访问。经过反复比较分析，最后确定生产常州柴油机厂生产的

矗东风牌12型’’手扶拖拉机。该机吸取了日本手扶拖拉机的优点，马力大、轻便灵巧，耕作

效果好，适合我县农村使用。其配套动力为aSl95’’柴油机。在常州柴油机厂的大力支援下

进行全面协作，全厂干部、职工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劬业"的革命精神，奋战五十三

天，制造出aSl95"柴油机的主要部件，并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夜闻组装成第一台

“$195"柴油机，经发动获得成功。十月一目又组装成功a12型’’手扶拖拉机底盘，中午向

县革命委员会报喜。同年底造出七台样机。县农机修造厂由此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家制造出‘

“$195"柴油机和a12型’’手扶拖拉机的县属农机厂。该机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在南京孝

陵卫马群参加了由江苏省农业机械研究所举办的一次由福建、湖南、常州及我县生产的同类

拖拉机测试表演。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负责同志五十余人及有关部门人员五百多入亲ll盎现场

观看，当地二千余社员同时围观t。由于我县生产的手扶拖拉机具有质量高、性能好、马力大、操

作轻便、灵活等特点，通过现场表演赢得了很高的评价。一九六九年七月，经国务院批准，第

一机械工业部和第八机械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建设县农机修造厂工作会议。我县

农机修造厂革命委员会剐主任陈友耕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荣幸地受到了周恩

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陈友耕同志并在会议上作了《坚定地走为农业服务的道路》

书面发言。为使手扶拖拉机迅速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同年十一月份，县革命委员会决定把原

设常州市西门南运桥的武进县农业机械厂迁至湖塘桥，更名为武进县农业机械修理制造几。

县拨款投资_百五十万元扩建厂房，增添设备。至一九六九年底，该厂已拥有各种机床八十
“ _’‘’。 ：1

j} ；

5



八台，为大批量生产柴油机，手扶拖拉机创造了重要条件，为加快发展我县农业机械化事业

奠定了基础。

一九七0年，在贯彻落实全国第二次农业机械化会议精神后，随着农业生产耕作制度的

改革，双季稻面积逐步扩大，复种指数增加，劳动力和农时季节矛盾十分突出，因此拖拉机等

农业机械更加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这一形势，促擅全县咀手扶拖拉机为主的农业机械发晨

取得了较快的进程。一九七O年至一九八一年间，平均每年增加手扶拖拉机六百七十一台。

型号以“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为主， “丰收一35型”次之。另外，还购置一些“东风一

25型”， “东风一50型”等拖拉机。它们主要担负农皿耕耙作业和农创业运输任务。

6

“牧收一35型”中型拖扛机

在田阃操作(之--)

虬F收一35”拖扛机

在旋耕碎垡(之二)



拖拉机是一种动力，必须要犀其它农机具

配套后才能完成各项作业任务。巾型拖拉机配

套机具有铧式犁、旋耕机、开沟机、拖车等。

双铎犁 一旋耕机



手扶拖拉机配套机具有双铧犁、旋耕机，一吨拖车‰’

从经济角度考虑，使用拖拉机比过去使用耕牛合算‘据调查购买一头耕牛所需资金千余

元(折台大米一千五百斤至二千斤)，全年喂草六十至七十担，精饲料二百五十余斤，加上饲

养人工等开支还需近千元。耕牛主要用于夏秋两季大忙。一头牛约耕耙地百余亩，折算每亩

费用要化十元左右。据前黄乡小漕村调查，该村一九八一年有手扶拖拉机六台，垒年完成总

作业量一万零二百标准亩，平均每马力完成一百四十二标准亩}开支修理费一千九百二十五

元九角}消耗柴油七千一百五十四公斤(每标准亩零点七五公斤)，折合一千九百五十二元七

角，费用总数为三千八百七十八元六角，平均每标准亩只化三角八分。叉如横林乡种猪场的

一台手扶拖拉机，全年完成农业作业一百十标准亩，开支修理费五十=元八角四分，消耗柴

油八十九公斤，折合金额二十六元三角三分。·全年费用合计七十九元一角兰分。平均每标准

亩只化七角一分。加上机械折旧，操作工工资，拖拉机代辨每亩收费=元_

拖拉机装有铧犁和旋耕机，既可耕田翻土，又可耙田。机头装有照明设备。13夜都能使

用。不仅耕翻效率高。而且可以脱粒、抽水、运输等综合使用。经济上比葬辩牛合算，因

此，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连一事实促使我县的牛拉牵耙旧式农具，绝大部分棱手挟拖拉机

和中型拖拉机所代替L

=、收翻，脱麓曩■

我县历史上使用的收割，脱粒工具比较原始。收削主要用平口●刀。东南地区制稻有使

用齿形镰刀的。脱粒甩稻床掼‘低洼地区甩掼桶)，连枷鞭打，碌碡谈压。劳动强度大，效率

低。胚谷用术制手摇风车或竹制大酸筛，靠自然风吹舾。至解放前才有少量简易脚踌或牛拉

舶刺毛盘潦畸式脱粒机用以脱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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