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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会东县农业志》，感到亲切，感到实在。我作为历史的经历者，

回忆往事，憧憬未来，更觉令人振奋。

《会东县农业志》，编者尽力运用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自然，观察

事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探讨过去，运用逻辑理

论，综合分析，编纂资料，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使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相互辩证统一，它摆脱了旧志的框囿，走出了新志

的路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会东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县，自然条件优

越，适宜生长的农作物品种繁多，解放前由于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

的发展，农作物产量很低，农业经济濒临崩溃。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

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走集体化的道路，努力改善生产条件，不断

推广新技术，农业生产发生了显著变化，产量大幅度增长。但是，由于

极左路线的干扰，农业生产曾经遭受挫折，产量一度徘徊不前。直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走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体制，解放了生产力，农村开始由自然

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开创了迅速发展

的新局面。我县在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既具有全国共同的特点，

又反映出自己不同的得失；既有顺利向前的好时期，也走过坎坷不平

的弯路；既积累了成功的宝贵经验，也吸取了失败的深刻教训。历史

的事实，发人深思，给人借鉴，催人前进。

《会东县农业志》是历史发展的真实记录，是编志人员辛勤劳动

的结晶，是人民智慧的硕果，是会东的宝贵财富。我深信：在前进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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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它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稳定社会、稳定政治、发展经济的保

证，在我们这样一个山区农业县显得尤为突出。我们必须遵循自然规

律，依靠党的政策，依靠科学技术，依靠增加投入，充分挖掘潜力，发

挥自然优势，朝着高产、优质、高效的路子去探求、去发展、去奋斗!

王兴林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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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东县农业志》是《会东县志》的组成部分。编写《会东县农

业志》的目的是通过记载会东县农业的历史和现状，为振兴会东农业

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

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地

记述会东县农业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技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变化。

三、本书采取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的编写方法。志、记、图、表、录

结合，以志为主，一律用语体文、记叙体，文字书写，标点符号用法均

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规定为准。全书分管理机

构，自然条件，生产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作物布局，耕作制

度，栽培技术，土壤肥料，种子，作物保护，果树蔬菜，农业教育，农业

技术推广等十二章，编写层次则按实际需要，一般控制在六级之内，

即：章、节、一、(一)、1、(1)。

四、本志时限，上自1905年，下至1990年，并本着详今略古，详

近略远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农业生产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突出行业特点和地方特色。

五、书写数字，采取汉字和阿拉伯字兼用。表格、统计数字和气象

部分用阿拉伯字，其余均用汉字。本书使用年号，解放前仍用旧年代，

括注以公元，解放后均用公元。文中的解放前(后)系指1950年3月

23日会东全境解放前(后)。

六、地名有演变者，按所述时间名称书写，注以今名。本志记述不



凡例

加尊称、官称，直书其姓名，确需点名其身份时．，在姓名前面冠当时职

称。

七、志书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四川省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四

川省农牧厅、凉山州档案馆、会理县档案馆和会东县档案馆、水电局、

统计局、财政局、农业银行、农业局、农资公司、气象局等单位，在此统

一说明，书中不再另注。

八、会东县幅员面积是按照四川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川农区划

(1985)10号文下达数：3215．73平方公里为全县控制面积。

九、建县以来，农、林、牧、水机构时分时合，各时期所管业务也不

相同，因此本志内容仅限于农业种植业部分。

十、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收录到中共会东县委、县人民政府及其

以上相应机关表彰的为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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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东县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最南端，面积3215．73平方公里。全境地

势，中部高，西部缓展，北部绵延，东南陡峭，金沙江谷地低，呈马蹄形图面。山脉连绵，河谷纵

横，海拔高低悬殊，是典型的立体农业气候；具有日照充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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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不分明，气候温和等特点。自古以来，以农业为

主，四季宜耕，适宜种植水稻、玉米、小麦、马铃薯、油菜、花生、豆类、甘蔗等多种作物。

会东县广大劳动人民，素有勤劳俭朴的美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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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万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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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在封建土地制度束缚下，国民政府又不重视农事，农业生产水平很低。1949

年(民国38年)，全县农业产值2055万元}粮食总产6332万斤，平均亩产仅达168斤。人均

生产粮食396斤，农民受高押、高租、高利贷及苛捐杂税剥削，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1950年3月23日，全县人民翻身得解放。四十多年来在各级党和政府的具体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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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解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

制和奴隶制，实行农民(奴隶、劳动者)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后，为了避免重新

借高利贷甚至佃让和出卖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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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依靠集体力量，开展了大

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到1990年止，共改造中低产田土近11．6万亩。兴修大、中、小型塘、

库、堰1159处，提灌站292处，基本上利用了大自然的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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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旱涝保收面积由过去的一万亩，现上升到11．53万亩，水

稻由解放初期7．9万亩，现上升到8．1万亩。在农业科技事业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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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相配合，通力协作，共同抓好农业生产的发展。现农业部

门设有专业站五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一所，科技人员由解放初期的五人，增加到92人，其

中大专生22人，中专生32人，高级农艺、农经师各1人，农艺(经)师8人，助理农艺(经)师

14人，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630多期，10万余人次，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骨干，并采取

蹲点，示范，召开现场会，举办短训班，赶科技场。印发资料等方法，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措

施，科学种田水平有显著提高。一是改进栽培技术，即直播改为育苗移栽，大块秧田育秧改为

新式秧田、湿润、地膜覆盖保温育秧，稀播(栽)改为合理密植，迟播改为适时早播。二是积极

推广良种：水稻由籼稻～杂交稻(沿江地区)，籼稻～粳稻(河谷平坝地区)；小麦由白麦、紫麦

到推广南大2419、阿波、欧柔、六棱、7739～3、177、绵阳20号等；玉米由小黄、二黄、大黄、金

皇后到推广杂交玉米中单2号、丹玉6号等品种I马铃薯由砣砣、鸡窝到推广实生小籽马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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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红苕由地瓜苕到推广南瑞苕；棉花由中棉到推广德字棉、岱字棉、洞庭1号；油菜由高脚

子、黄油菜到胜利油菜、云油6号等品种。三是合理施肥。解放初期由单一施用农家肥作底

肥或追肥，后随着农用工业发展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菌肥、微肥相继增多。使用方法上，

做到农家肥与化肥并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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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粗耕粗种改为精耕细作，稻田一熟制改为两熟制，旱地推行带状轮作，由一熟、两熟变三熟，

是取得趋利避害的重要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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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动力，从1962年开始有一台，26马力，至1990年增加到574

台，34121马力。各种农副产品加工机械36418部，使粮油棉及其他农副产品实现了机械化、

半机械化。交通运输，50年代中期，境内只修有会会公路一段，终年很少见车辆往来，如今境

内实现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区区通车。由于农业技术装备的提高，也极大地提高了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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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粮、贷款及无偿投资，帮助

农民解决生产资金困难。40年来，虽人口增长快，建筑占地多，人平耕地比土地改革前减少

了48％，但加上逐年扩大的可开垦的耕地，农业生产仍得到很大发展，向国家交售粮食累计

近17亿斤，1971年出口蚕豆55万斤，芸豆90万斤。1990年农业产值10443万元，比解放前

的1949年增长4．1倍多，农民人均生产粮食731．3斤，比1949年增长近1倍，人均收入418

元，农村人口大部分越过了温饱线，农村储蓄余额达1000万余元。

从合作化后期开始，全县农业生产出现过两次失误。1958年至1960年犯了高指标、瞎

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对农业合作化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

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轻率的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7年至1976

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党在农村的各项组织和各项政策遭到严重破坏，“左”的错误进

一步发展，管理体制上集中过多，大大限制了农民的自主权；生产上搞形式主义和瞎指挥，违

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推行“政治工分”、“割资本主义尾巴”；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违背

了按劳分配原则，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致农业产值分别在1959年至1962年，1967年至

1969年下降，1970年起虽逐年有所增长，但1977年前7年中均处于徘徊状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清除农业战线上长期存在

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发展商品生产；改变统购、派购制度，提高农产品

价格，改革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作物布局，使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生根本性变化，取得突破

性的进展。1979年至1990年的12年内，平均增产粮食490．4万斤，比1950年至1978年28

年，平均每年增产粮食428．5万斤，提高14．5％。近年来自由市场粮食价格下降到接近国家

牌价，生猪、甘蔗、水果发展迅速，烤烟基地基本建成。农业产值年年上升，1982年全县农业

总产值6353万元，1983年为7023万元，1984年为7688万元，1985年为7803万元，1986年

为8234万元，1987年为8419万元，1988年为8866万元，1989年为9278万元，1990年提高

到10443万元，逐年分别增长10．5％，9．47％，1．5％，5．52％，2．45％，5．31％．4．65％，

12．55％。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1990年乡镇企业产值809万元，比1978年

增长33．9％，农民收入普遍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新建房屋面积上升1．14％。

优劣互现，利弊相生，人口增长快，耕地逐年减少，生态环境继续受到破坏，农业劳动力

文化素质不如先进地区，科技人才不足，分户经营对农业技术推广尚有困难，1990年人平均

收入不到150元的乡占2．88％，200元以下的乡占15．1％，农村贫困户尚占农户的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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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科技，振兴农业，重视和加强农业投入，稳定和发展农村经济，实为当务之急。

79年的历史说明：农业的兴衰戍败，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执

政者所采取的政策是否顺乎民心，生产、加工、流通、消费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以及科学技

术是否在农业生产中得以普遍运用，这是今后制定农业发展决策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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