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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据史料记载，萧山自南宋淳熙年

间邑令顾冲撰《萧山水利事迹》一志之后，历代编纂农业方面的专业志

就有10多种。新编《萧山县农业志》，主要记述1912,-'--'1986年间萧山农

业的发展变化情况，目的是为了承前启后，保存资料，鉴古知今，嘉惠

来者。

萧山地处钱塘江南岸，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气候温

和湿润。境内山水钟秀，人才荟萃，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是浙江省稻

麦、棉麻、油料、丝茶、瓜果、畜禽的重要产区。

萧山农民素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推广技术，讲究管理，农业

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尤其从80年代初开始，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农业产业结构适当调整以后，农产品的商品率有较大幅度的提

高，农村经济日趋繁荣，农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新编《萧山县农业

志》就是从各个侧面如实反映这些历史的巨大变化。

《萧山县农业志》是在萧山地方志办公室直接指导下，经全体修志

人员和全局同志的共同努力，并得到各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大力支持，才

成稿出版的。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l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对修志又缺乏经验，书中必然存在不少问题，

敬请各界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同时，也借《萧山县农业志》出版之际，祝愿全市农民，农业科技

工作者和农村干部，为萧山的深化改革谱写出更新的篇章。

萧山市农业局局长来坚巨

1989年3月



凡 例

．1．本志断限，上起自民国元年(1912年)，下迄于公元1986年。需要溯源或下

延的，则上溯下延；下延不超过1987年。

2．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通古今，详今略古，存真求

实，重点在于系统保存资料。

3．本志收集的内容，以1986年县农业局分管的工作范围为限，不属本部门管

辖的诸如农业机械，农田水利，滩涂围垦．农场管理等等，本志虽也述及，但不详

述。’

4．本志总体结构，除题词，序言和一组反映本县农业概貌的照片外，其主体为地

理环境，土地。农业，林业特产，牧业，渔业、能源、经营管理。组织机构和杂录

等十编，以及概述、大事记两个部分。

5．本志材料，主要来源于本局及县．省的档案文献；历代萧山县志，绍兴府

志；有关家谱，报刊杂志和专著；访问所得的材料经考证鉴别后也予载入。

6．本志建国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但省略。公元”。年”三字；建国后

用公元纪年。

7．本志度量衡计算单位，均依各时期原计量单位，大多以市制为主，并尊重各

专业的习惯用法，不作换算。

8．本志所涉行政设置，均按各期变动情况记载。

9．经国务院批准，本县自1988年1月1日起撤县设市。故设市后撰写的序言和

绘制的地图均以。市”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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