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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总结我县农业生产的历史经验，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一九八二年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和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帮助下，成立了“彭县农业

局修志领导小组"，并先后抽调各专业技术人员十三入，组成《彭县农业志》编纂小组，认

真进行了资料收集，调查研究和整理汇编等工作。历时四年，始编纂成册问世。

编写新型农业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内容浩繁，涉及面广，断限时间长，史料记载少，既

乇章可循，又无镜可鉴。我组在县志办公室的帮助下，先后到省、地(市)，县档案馆和图书

馆等单位，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和书报杂志，收集了有关彭县农业发展历史，农牧副渔的方

针政策、农业资源、农技推广、科技成果、经验教训等各种文献资料5000余份，200余万字。

通过整理汇编，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纂成《彭县农业志》。全志篇首设《概述))和《大事

记》，后设十一章，35节，末设《农事谚语》，共约28万字，照片11张，图表52幅。各章编

写人员如下。

概述 甘思乐

大事记

第一章自然概况

第二章农业机构

第三章农村经济体制

第四章作物

第五章农业技术

第六章农田基本建设

第七章农业机具

第八章园艺

第九章畜牧

第十章蜂蚕渔

第十一章 集体农业的经营管理

农事谚语

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舒明德、魏时吉，甘恩乐

李庭轩，甘恩乐

盛祖炜、魏时吉

魏时吉，甘思乐

魏时吉、舒明德

李庭轩，刘兴徽，甘恿乐

甘思乐

甘恩乐

舒明德

李长富、徐思江，舒明德

舒明德

马开鑫，魏时吉，甘思乐

舒明德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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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按照以事业分类，横排竖写的要求，力争做到结构合理，层次清

晰，归属得当，详略得体，文字精练，重点突出，史料翔实，突出“三性节(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对于在调整产

业结构中重点发展项目如经济作物，园艺和畜牧业等记述稍详，但由于水平所限，加以资料

残缺，收集困难，缺点和遗漏，再所难免，殷切期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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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运用新的观点，新的

方法，新的资料全面反映彭县农业的历史和现状，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按照事业分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力争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

点。

兰、断限。一般上限断自辛亥革命，下限断至一九八五年，鉴于旧志对彭县农业的系统

记载至少，因此根据已收集的资料，尽量向上延伸，有的溯及古代，甚至远古。

四，本志体例，按章、节，目编写，篇首设概述和大事记，后列十一章35节，末尾附农

事谚语。采用记事本末体，文、记、图、表相结合。

五、 ((大事记》主要记述与农业有关的“大事"。凡水利工程和林业建设均未列入。采

用编年结合记事本末体。

六，本志文体以语体文为主。

七，凡历史纪年，均依当时历史通称，并于每章首见时注明公元。

八，凡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地理名称均注明今

名。

九、本志所用度量衡计量单位，以公制为准，历史上的计量单位，．则以原用单位为准，

或加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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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彭县地域辽阔，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灌溉称便，资源丰富，物产富饶，农

业发达，历史悠久。但由于地形、地貌复杂，有山丘，有平坝，地域性差异较大，形成了丰

富多彩的农业结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绿肥饲料作物，无所不有。一年两熟、三熟和

增、间，套各种轮作制度俱全，家禽家畜以及蜂蚕鱼等饲养皆备，农、林、牧、副、渔均有

发展，历来以农为主。据一九四九～一九八三年35年平均，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

重达78．68％，每年完成征，超、增购粮食1．2一1．5亿斤，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坝

区粮食作物以稻麦为主，清代先后引进玉米、红苕，洋芋而成为山丘旱地主要作物。民国时

期，彭县洋芋已负盛名，其他青稞、大麦、胡豆、豌豆、黄豆、高梁等杂粮，亦有种植，经

济作物以油菜、叶菸为主，茶叶、药材、蔬菜以及果木、花卉等，亦皆名噪一时。磨床时

期，煅口茶乃全省八大名茶之一，天彭牡丹，曾称蜀中第一，一时。果木花卉，连畛相望竹，

彭州因有“花州’’之称，栽桑养蚕，更是普遍。但是，在封建制度束缚下，农业生产，发展

缓慢，民国时期，军阀割据，赋税繁重，民不聊生，水利失修，洪水冲决，农业生产，频遭

破坏，抗日战争时期，虽有“农业推广所"之设置，由于经费拮据，人员缺乏，党政士绅，

不予重视，虽有计划， “惟见诸裆册而已黟，即使有所试验推广，亦仅点缀，且成效甚微。

因而农业生产，仍停滞不前，一九四九年人平仅有粮食611斤，且多为地主占有。贫苦农民，

陷于绝境，而土地兼并，则日甚一日，仅占总户数6．52％的地主富农，占有耕地达61％，丽

占总户数76．06％的贫、雇农、佃中农和其他穷苦劳动人民，仅占有耕地12．93％。 “富者田

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建同以后，党和政府加强了农业管理机构的建设，重视农业技术的推广，实行奖励先

进，扶持贫困和互助合作的政策，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几个时

期的转折，最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走上正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

±地所有制，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黟。接着，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官渠埝’’，治理澈

江，兴修小型水利，彻底改善了灌溉，基本摘掉了。千彭县一的帽子。但土改后，新分得土地

的农民，生产上仍有一定困难，党和政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实行互助．抗灾夺丰收。

一九五四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开始对农业进行辛￡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五年底，

即有78．38％的农户进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实现了合作化。从此，加强经营管理，以

巩固和发展合作化。但是，由于合作化的进程过急，过快，--JL五七年，又通过自愿全部废

除土地私有，转入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社。一九五八年9月，在“左"倾错误的影响

下，未经试点，又在全县一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同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

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后来，虽经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了错误，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但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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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多种经营，甚至集市贸易、自留地生产和

家庭副业也受到限制。到一九七六年粮食总产虽比一九四九年增长80．84％，但劳平生产粮

食仅增长4．2％，比一九六六年还减少9．56％。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

以后，首先抓住农业这一环，开始全而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刀倾错

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认真补救了合作化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推

行并逐步完善了以户营为主的承包责任制，充分发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和家庭经营的积极

性，加深了广大农民“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认识，钻研技术，改进栽培，蔚然成风，先

进技术，得到推广。

农业技术推广，是建国以来农业生产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措施。土改后，在对农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开始了农业技术的改造，以推广良种为中心，良种良法一齐推广。

据调查统计，扩大作物面积的增产，仅占增产部份的5．97％，其余增产部份，全靠改进农业

技术和设施，提高单产。特别是推广良种的效果，最为突出。正是矮杆水稻良种和杂交水

稻、杂交玉米以及良种小麦，结合推广，培育壮秧，方格育苗，合理密植，增施肥料，合理

施肥，兴修水利，改进灌溉技术，深耕改土，防治病虫，改良农具，改革耕作制度等综合农

业技术，才取得了粮食增产的重大突破。一九八三年粮食总产比一九七六年增产59．9l％，比

一九四九年增长1．89倍，劳平生产粮食2362斤，比一九七六年增长37．89％，比一九四九年

增长43．24％，完成征、超、增购粮食15155．9万斤，人平占有粮食1037斤，人平口粮791斤。

一九八。年以来，通过调整农业布局，建立比较良好的农业生产体系，树立全面发展大

农业的观念，因地制宜地抓好种植业、畜牧业、蜂蚕鱼等养殖业以及各种家庭副业，恢复和

发展传统土特产品如茶叶、药材、叶菸、蔬菜和果木花卉等，认真抓好农、林、牧、副，

渔、工、商各业，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同时采取在政策上鼓励，经济上扶持，技

术上指导，法律上保护等一系列发展专业户的措施，加强农村智力开发，做到人尽其才，地

尽其利，物尽其用，大大推动了全县专业户的发展。一九八三年底，全县专业生产的农户发

展320户，一九八五年专业户达到了1533户，而且经营项目广泛，生产规模扩大，小型经济

联合体应运而生，并向专业村、组的方向发展，多种经营，蓬勃开展。一九八五年农业总产

值达到32208万元，占全县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1．2％，比一九七六年增长126．61％，比一九

四九年增长4．45倍，劳平产值1074元，比一九七六年增长99．27％，比一九四九年增长

175．46％。农业状况的改善，不仅对于带动整个经济形势以至政治形势的好转，起了重大作

用，而且带来了供销两旺，市场繁荣，为自给性生产向商品性生产转化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化

农业转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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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一，清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二十日零时起滂沱大雨连续三昼夜。夏秋之间川西坝子

又霪雨成灾，相继发生急性霍乱，人称麻脚症，患者很快死亡，一时路断人稀，仅彭县城关

死于麻脚症的就达二、三千人之多。当年，不仅瘟疫流行，而且出现“老天干"，禾苗干

枯，田土龟裂，大片土地无收，能收的每亩不过30—90斤谷子。

二、光绪二十六年(1900)，小石河口被冲开，逐年扩大，仅32年时间，将当时仅有1

米宽三洞木板桥的河面，扩大到131洞桥的河面。

三，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生全省性大旱灾，赤地千里，彭县属二等受灾县。

四、民国元年(1912)，四川都督府任命吴樟柏为彭县第一任知事，将县衙改称县公

署，县署废“十房"，设经收局、劝工局，蚕务局，秘书室等。

五，民国元年七月，湔江(马牧河)涨大水，罗家场被水淹没四分之一，沿河乡镇268户

受水灾，受灾田地3797亩。

六，民国四年(1915)，将宣统二年成立之农务分会，改称县农会。

七、民国七年(1918)十--y]十八日，国民公报载。 “恢复名胜丹景山矽。因前清中

叶，县知事谢生晋将距县城三十里丹景山之牡丹佳种移植于北城外之宝兴巷，逐年繁殖发展，

竞有“赛丹景"之称。每届春三月，官绅人士即于此间联诗饮酒赏花，并不去丹景山，于是

丹景名山渐趋寂寞，庙宇倒塌，花亦凋零。县城将为恢复丹景名胜倡捐多金，并去外募捐培

修正殿三间，并培修各精舍禅房，于是日起开晏三日以庆落成，并议多购牡丹遍种丹景山。

八、民国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国民公报载：县蚕务局迁于考棚左侧之新局址，局长周云

冤勤于职守，使养蚕业有了发展。

九，民国十二年(1923)，七月六日(农历五月二十三日)，大雨经句，暴雨又连续三

天，山洪暴发，平地水深二尺，一片汪洋，清白江边的太平场被水冲毁，房屋倒塌，沿河一带

死尸到处可见，损失惨重。山区山溜坡滑，平地则成泽国，军屯乡被冲毁耕地2009多亩，桥

梁被毁，交通中断，蒙阳一带田地多被洪水冲决；九尺铺沿河街房被冲毁，居民仅数人幸免

于死，通济水深三、四尺，丰乐乡坝区被淹没；土溪河淹没农田四千余亩，冲毁褂地五百多

亩，桥三座，三岔河、阳平观、止马坝等地冲去三分之一，新兴场沿场后院被冲去大半。

十，民国十五年(1926)，奉省党部(国民党左派)的指示，杨石琴等同驻军进步官佐

邝继勋、陈国儒、雷筱龙筹组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彭县国民党(左派)县党部，杨石

琴任执行委员，在南华宫召开了成立大会，并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

十一，民国十六年(1927)二月，省委派张秀熟、蔡明钊到彭县视察党务，时县委由杨

石琴负责，并兼任共青团书记，接着成立了红岩乡，蔡家山等农会，建筑，竹器等工会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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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小学儿童团，在城关开办了工人、农民、妇女夜校。

十二、民国十六年三月，县境内发生特大旱灾，新兴等乡，正值禾稼幼苗期遭遇久旱暴

晒达一月之久，减产多半，有的颗粒无收。

十三、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成立县农民协会，会长刘伯推、黄均一(黄通平)、

曾海澄(兼城关菜市坝农会主席)。

十四、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中共川西特委刘披云(书记)程心甫(组织)前来彭

县巡视。杨石琴离开彭县，特委派苟永芳担任县委书记，在外南三官庙召开扩大会议二次．

按地区划分了若干党小组或支部，先后成立了义和、升平，利安乡农会。

十五，民国十九年(1930)六月，县府转发省府水稻治螟奖惩办法，加强螟虫防治工

作。

十六、民国十九年七月，山洪暴发，由于新润，新开两河口被砂石淤积，厚三米余，长

30余米，洪水尽入马牧、蒙阳、白土、小石等河，冲毁田地2510亩，房屋710余间，大小桥

40余道。

十七、民国二十年(1931)三月三日，冯团总率队在隆丰乡铲鸦片烟苗三千余亩。

十，，L、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月，刘文辉、邓锡候两军打内战，彭县又开征六十三年

田赋，当时名为一年六征，实际连杂款共征七、八年，这年赋税每两共征一三九元六角，加

杂款每两共一四六元三角。当年农业收成颇佳，以九成计，每两的产粮面积可收五十四石，

可卖一七九元(市价最高3．5元)征赋税146．35，只剩32．7元，再交地主押扣和地方杂税，

巳无剩余，军阀混战使农村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十九，民国二十二年(1933)，水旱、风雹、地震(叠溪地震波及彭县)等灾害迭至，

大灾之下，政府和地主豪绅敲剥更甚，以致饿殍载道，食树皮草根。

二十、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三十日，都江埝灌溉区域大水成灾，彭县冲刷秧田万

余顷，毁坏旱地不计其数。湔江流域因山洪暴发沿河各地俱成泽国，冲没田地17840亩，淹死

3500多人。关口索桥亦冲毁，当年物价飞涨，斗米斤盐。

二十一、民国二十八年(1939)秋，成立彭县农业推广所，地址设春场(今烈士

陵园)。

二十二、民国二十八年秋，县农推所有苗同面积6．7亩，培育油桐、梧桐、洋槐、柏树，

苦楝、青杠等树苗，为每年植树节供民众植树活动用苗。

二十三、民国三十一年(1942)4月17日，磁丰大雪成灾，当天中午微雨，傍晚气温突

降，天明屋上积雪厚五寸许，漫天大雪，全乡结荚灌浆的油菜和葫豆全被大雪掩盖，过后基

本无收。

二十四、民国三十三年(1944)三月，《四川省彭县土地利用改进刍议》成书付印出

版。该书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应彭县县政府邀请，与农林部推广繁殖站，四川农业

改进所及彭县县政府合作举办彭县农业调查的成果。

二十五、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日，东北大学教授县人李季伟邀请几名学者，回县组织“西

山经济考查团"，率41人对彭县西北边区进行考查，历时26天，编写了《彭县西北边区经济

考查报告书》，为彭县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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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民国三十四年(1945)二月，湔江埝岁修工程耗资四百九十多万元，同时修复

都江埝流域被洪水冲毁的三尺埝、高桥、三邑桥，新修和修复蒙阳河天宝桥河堤及新桥防洪

堤。

二十七、民国三十四年三月，县农推所推广种植浊桐、桑、枫杨等树苗，面积412亩，共

计24553株。

二十八、民国三十五年(1946)一月，抗战胜利后，抢购土地，土地价格飞涨，县府

奉令开征土地增质税。

二十九、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省转发行政院规定《二、五减租法》五项，其中规

定： “凡本年已免田赋省份佃农应缴地租一律以租约或本年约定的应缴额减四分之一黟．

“川，滇，黔及煎庆属明年减免田赋省份。”六月三十日参议会讨沦“二、五减租案"，提

出五条不能实行的意见上报省。直到一九四九年县府才派农地减租督办员6入，登记员31人

进行登记工作，减租未实行，当年全县赋税征，借均减半征收，利益仍为地主所得。

三十，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十日，试行湔埝轮灌制，受到关口、隆丰部分地主的反对，唆

使一些人捣毁湔埝工程处，政府采取强制手段始将新制度实施，从此灌区普遍受益，因写碑

文勒石立文翁祠(今湔江埝管理处)以记其事。

三十一，民国三十五年，本年农民负担公债2193500元，商人负担公债6406500元。

三十二、民国三十六年(1947)三月，县农推所试种美国蔬菜18种，其中：四季豆，番

茄，芹菜生产最佳，有推广价值。

三十三，民国三十六年，七、八月间连续暴雨成灾，湔江河发生两次大洪水，九月五，

六两日大雨倾盆，暴发了第三次大洪灾，28个乡镇受灾，受灾户达5756户，面积34311亩，其

中：可收1—2成者29449．8亩，余者只能收3—5成。致和乡房家店至石灰窑因白土河缺

口，被冲成长四里，宽30米的小河，冲毁田地二千多亩。山区先旱后涝，作物不能扬花，只

有1—2成收。通济五个炭厂被冲走煤炭，焦炭、设备等直接损失4．5亿元。工人失业，米荒

未己，水灾复临，斗米贵数万元，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成群饥民拦路抢粮，县

府呈报省府救济，直到十一月才批拨救灾款四千万元，同意就征粮数内扣减赈谷3407石，可

是所分之赈粮，赈款多为地主所得，贫民怨声载道。

三十四，民国三十七年春，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白鹿，思文两乡约二百余家贫苦农民

从葛仙山挖取观音土，用芋麦面和水混为饼子充饥，更有全用此土充饥者。

三十五，民国三十七年七一八月，湔江两次洪水使24个乡、4278户受灾，冲毁田地1881

亩，淹没田地28765亩，其中2143亩全无收成，损失共20余万元。

三十六，民国三十七年，彭县连年受重灾，国民政府仍横征暴敛，当年下达到彭县的征

实公粮为十余万石(570多万斤)，并征借公粮47308石，教育文化补助费51lo石，县级公粮

S0663石，积谷35000石，合计220290石。上述无息借粮，定在民国四十二年后分五年归还。

三十七，民国三十七年，县地籍整理处对民国三十三年六月至三十七年六月(即抗战胜

利后的五年)的粮、油、柴、炭、布，地价等项价格进行对比调查。调查结果；中熟米增长

68倍，玉蜀黍81倍，猪肉60倍，菜油58倍，土布75倍，农地市价75倍，炭60倍，盐50倍，柴

30倍。到六月底市场米价高达每双市s}．260万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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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一九五O年六月，通过试点，建立了乡农民协会筹委会，选举农筹会主席、副

主席、委员。收缴地主、土匪，袍哥的枪支，建立了农民武装队。八月份成立“县农民协

会"。由县委书记贾皋兼农协会主席，宁蛟群任副主席，裴志成为委员兼秘书。

三十九、一九五O年七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全县七个区普遍遭受洪灾，共有受灾户

5046户，毁坏房屋162间，死亡4人，田地受灾减产7066．71亩，无收5306．70亩，共损失大

米1631335斤，洋芋189500斤和大量家俱、家禽、家畜。

四十，一九五O年十一月，彭县退押工作开始，在城关试点，由贾皋、柴英华负责，并

向各街公所派驻了“退押工作组黟。

四十一，一九五O年十二月二日至五日，召开彭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203名，主要讨论：支前、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禁烟，征粮、恢复和发展生产等项内

容。

四十二，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即日起，遵照中央人民政府禁烟禁毒通令及西南禁

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规定精神，把宣传、登记、查缉工作结合起来，判处了谋杀禁烟女

代表赵元惠的罪犯，推动了禁烟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县登记烟民3200人，戒绝2000人，拘留

187人，缴获毒品650两，烟具8500件，并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当众烧毁。封闭烟馆250家，在

城关第八区区公所设戒烟所，使所有烟民迅速脱瘾，消除了为害百年之久的大祸患。

四十三、一九五一年三月，全县退押工作首战告捷，共收到押金黄金1235两，白银36182

两，银元254114元，大米12481552斤，人民币4187016元。

四十四、一九五一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召开彭县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398

人。主要内容：1，发动群众投入春耕，2、开展和加速进行土改，3、广泛深入地开展抗

美援朝运动，4-继续镇压反革命分子，5、选举本届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

员。

四十五，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通济、小鱼洞地区受大风袭击，毁坏草坝等地房屋

三百余间，通济乡关帝庙前一棵一抱多大的刺揪树被连根拔掉。据高龄老人讲，这样的风，

从未见过。

四十六、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傍晚，新兴乡遭受风灾，受灾户3848户，吹倒房屋

1237间，吹坏房屋6117间，损坏车房11座，吹倒树木1463株，受伤10人。

四十七、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日，中共彭县县委书记贾皋，书面向毛主席报告彭县镇反

运动情况。主要是一九五O年——一九五一年女匪赵洪文国率部在彭县西山，进行反革命破

坏活动，到处抢劫，拉走耕牛两百多头，并肋迫群众伙同一起搞破坏。镇反运动开始后，群

众扬眉吐气，纷纷检举揭发，狠狠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

四十八、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全县分三批开展土地改革工

作。第一批有：太平、丽春、致和、人和、利安、隆丰等六个乡，第二批有：敖平、人平、

军屯、清平、九尺，升平、罗万、义和，蒙阳，竹瓦，三邑等十一个乡，第三批有s通济、

新兴、思文、复兴、白鹿、堋口、永定、磁丰、集贤、楠木、万年、红岩、中心等乡。至一

九五二年土改胜利完成。全县25．58万农民分得了土地39．32万亩和各种大、小型生产资料，

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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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一九五二年四月初，彭县第一个互助组一一致和乡清和村王邦荣互助组成立。

六月以后，全县农村组织了1400多个临时性互助组，和82个常年性互助组，至一九五三年春

由临时性互助组过渡到常年性互助组，至一九五五年春，共有联组互助组869个，常年性互助

组1055个，季节性互助组703个。

五十，一九五二年底，全县仅有手动喷雾器(农药械)丽部，以后逐年增加，发展为点

头式、手摇式、担架式，背负式，随着机动药械的迅速发展，到1981年底，机动喷雾器有

540台，基本实现了农作物病虫防治机械化。

五十一、一九五三年三月，致和乡清和村王邦云等出席了四川省劳动模范会议。

五十二、一九五四年元月二十日至三月八日，先后试办初级农业社三个，即致和乡清河

村农业社，太平乡歇马村农业社和隆丰乡双埝村农业社。到一九五五年十--yJ底统计，全县

共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057个，入社户数66852户，占，孽．农业户数的78．33％。

五十三，一九五四年，新兴乡光辉农业合作社，首创彭县第一个合作社集体养蜂场。至

一九六三年全县共建园营蜂场2个，公社蜂场9个，大队、生产队蜂场124个，蜂群7075群。

一九七九年从四川省养蜂研究所引进日本新培育的日本意大利良种母蜂和意大利纯种雄蜂杂

交育种获得成功。
’

五十四，一九五六年春，在县农场和通济区建立“人工授精站’’。引进体型大、拉力强

的秦川种公牛，取鲜精浓配种，于一九六。年停办，计配种300余头。一九七九年，恢复原“人

工授精站"，并增设大宝、九尺二处，采用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先后用摩拉牛、西门塔尔

牛，黑白花奶牛冷冻精液配种204头。

五十五，一九五六年夏季，开始广泛推广化肥。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九年又分别建成磷

肥厂和氮肥厂。县联社系统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八一年共销售氮肥238091吨，磷肥197391

吨，生矿粉34080吨，钾肥429吨，复合肥529吨，氨水2068720吨。

五十六，一九五六年，致和乡四方农业社，被评选为全县油菜高产社。该社主任刘德正

予一九五七年二月出席了全国劳模会议。

五十七，一九五六年，从重庆北碚蚕种场引进改良蚕种五张，分别在太平，升平等乡喂

养。该蚕种饲养期短、茧大，皮厚，色自、产量高，丝质佳。一九五八年经省农业厅批准，

在太平、致和建立社办改良蚕种场。

五十八，一九五七年夏天，从大邑县引进5盒蓖麻蚕，平均单产28．6斤，一九五八年推

广发展，至一九六五年全县发展到2000盒，因文化大革命开展而中断。

五十九，一九五七年初基本实现了高级合作化。至当年十月十八日止，全县有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933个，占农业生产合作社1020个的91．47％，入社农户76694户，占总农户的

89．42％。

六十、一九五七年，彭县成立血吸虫防治领导小组，农业局负责耕牛血防工作。一九五

八年进行耕牛血吸虫普查，在21500头耕牛中查出血吸虫病牛1850头，感染率8．6％。一九八

二年普查，全县仅查出病牛162头，感染率0．92％。

耕牛血吸虫病实行免费治疗。

六十一、一九五八年，根据中央、省，地关于“开展群众性土壤普查鉴定，，的指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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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彭县土壤普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一九五九年抽调干部60人，组成专业队，开展

全县土壤普查和鉴定。一九六O年，又抽调33人进行全县土地利用规划，经过系统分析研

究、汇集编撰成《彭县土壤志》于一九六三年刊印成册。

六十二、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按照巾央发布的全国统一农业税条例，实行分地区的

“比例税制”，这一改革给群众增加了负担。至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调整时，税率作了个别

调整。调整前税率在20％左右，调整后的一九六二年下降至12．75％。这一比例税制保持至

今，不仅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六十三、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晚至二十七日，在县人民广场召开全县庆丰收万人大

会。接着又分别在各乡召开庆丰收大会。在会上对早稻亩产千斤的高产乡、社和个人分别发

了奖品奖状。据后来调查，早稻亩产千斤，多属虚报浮夸。

六十四、一九五八年十月，全县共建立二十五个人民公社。其中六乡一社一个，三乡一

社一个，一乡一社二十三个。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98694户，共443，370人，占全县总数99％

以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公社在体制上，实行“政社合一"；在经济核算上，以管理区为

基本核算单位；在分配上，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至一九六一年底才分别以乡建社，全

县共建三十二个公社。

六十五、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O年，实行农副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群众所需生产，生

活资料，由国家统一供应，国家统一价格，造成农村蔬菜，毛猪等集市大部份关闭，流通不

畅，抑制了生产的发展。

六十六、一九五八年年底，城关镇建成蔬菜公社，有18个生产队，3300余亩土地。

六十七，一九五八年，成立“彭县兽医药品厂。设针剂化工车间，生产葡萄糖注射液，

生理盐水、胎盘组织液、猪瘟兔化疫苗⋯⋯等，另有散剂车间和抗菌素车间。一九六二年。

因药源供应不足停产。一九七七年正式恢复，并增加设备，使制药工艺流程达到正规化，半

机械化。一九七八年，经县政府批准，正式改为“国营彭县兽药厂"。

六十八、一九五九年初，温江地区分来第一台拖拉机一UTOS一45轮式拖拉机，由彭县

农场管理使用。一九六O年三月正式成立国营彭县拖拉机站。

六十九、一九六。年八月六日，农村开展新“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全县参加总人数11504人中，揭发出有贪污行为的3445人，金额423744元，其中，1000

元以上的24人，2000元以上的6人。有挪用行为的2198人，金额54545元。本着“教育为主，

惩办为辅"的原则，受行政处分的148人，调职60人，落选28人。

七十，一九六。年冬季以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全面系统的贯彻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

一步确立和巩阿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和社员个人所有制⋯⋯。在整风整社

运动中，根据群众意见，对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体制，本着加强领导，有利于经营管理，有

利于团结，有利于群众监督的精神，适当进行了调整。全县的生产大队由259个调整为423

个，生产队由1196个，调整为1933个。一九六一年七月，为了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和一

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等指示精神，全县开

展了“清退"工作。工业侵占农村集体和个人的财产，都折价退赔。至年底结算，全县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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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退赔款4，287，313元。

七十一，一九六三年春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开展了以阶级教育、阶级斗争为纲的“四

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三年二月至十一

月，根据地委安排，在三邑、致和、太平和蔬菜四个公社进行试点，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至--JL

六四年年底，贯彻《巾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巾若干问题决定(草案)》、《中共中央农

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巾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即“双十条")，进行第一、第二

批共十多个公社的“四清"运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JL六六年春，贯彻“后十条"修正

草案和“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一九六六年七月地委

组织成立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即“四清’’工作团)，全县分二批开展“大四清"运动。由

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运动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停止，也由于当时错误的提出了“中

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三分之一农村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等阶级斗

争扩大化的论点，使不少群众和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挫伤了积极性。

七十二、日本国的川口孝夫(中文名田一民，曾系日共左派)，于一九六三年来华学

习，经四川省委组织部介绍到彭县，一九六四年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文革"开始

时，被周总理办公室召回北京，后回日本。回国后保持了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一九八二

年，由中联部接待再次来彭县参观访问。现在是日本北海道中国研究会成员。

七十三、一九六四年春季，开始引进杂交玉米种，先在新兴公社试种，亩产480斤，较

原亩产250斤提高了230斤。从此逐步由杂交玉米种代替了低产玉米种。至一九／k_-年全县玉

米品种杂交化。

七十四、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七日，君平、人和等8个公社的382个生产队下冰雹，时间

长达半小时左右，同时伴有大风和暴雨，使24590亩小春作物受害。．

七十五、一九六四年，彭县农机厂试制成功半机械化打谷机一一川西一760型，在全县

推广并已普及。

七十六，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全县连续普降大雨，造成山洪暴发，湔江洪水骤涨，

经关口的流量超过3800秒立方米，沿小石河一带受害严重，罗万场镇全被冲毁无存。据灾情

调查，受灾户共1486户，毁坏房屋4226间，冲毁农田55669亩，伤亡39入，粮食损失更为严

重。

七十七，一九六四年，县农机厂，接受了制造打谷机援外任务，制造了十二台“简易黟

机动打谷机援助索马里。

七十八、一九六四年，从广西引进水稻矮杆品种试种成功，比高杆老品种每亩增产30一

40％，以后逐年推广。至一九六六年矮杆水稻种植面积占全县水稻总面积的90％以上。迄至

一九八一年秋，大面积的矮杆品种还有窄叶青，八四矮63、胜利矮，青二矮、叶青伧、广二

104。

七十九，一九六五年秋至一九七五年，小麦品种推广有阿波，6585、雅安早，大头黄，

竹叶青等良种，由高杆小麦改为矮杆，亩产由一九六四年的235斤，提高到400斤左右，个别

笥产达800斤。

八十，一九六五年冬，县委组织县级机关干部，职工一千余人，改造马牧河的军屯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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