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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烽县畜牧志》是我县笫一部养殖业专志。作为在畜

牧部门工作过的同志，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借此感谢有关

同志为息烽县史志工作办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部专志收集的资料较为丰富。可以说，客观地反映了

息烽畜牧、兽医．水产事业的发展史实和变化过程，黜分析

研究和指导全县养殖生产很有帮助。通过各个历史阶段的资

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纂，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养殖业发展晦

三个要素，一是方针，政策的影响；：是科学技术的作用；

兰是和种植业的相互制约。

我县地处贵阳，遵义两个中心城市之间，又是交通方便
和厂矿较集中的县份，有发展城郊畜牧水产业的广阔前景和．

有利条件，我们编纂这部专志，目的不仅在于为后人提供史．

实，更重要的是指导今后的工作。畜牧水产业，过去呈马鞍

型发展，大起大落，教训很深刻，而较大发展是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贯彻落实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治理，整顿中大力加强农业这个基
础。作为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份的畜牧水产业，又一次得至眼

了良好的历史发展机遇。各级各部门，尤其是畜孜水产部门

的同志们，一定要通过这部专志，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找=

出差距，采取措施，齐心协力，努力实现我县畜牧水产事业
的新发展，使过冷的养殖业的的确确地热起来。，

这部专志还告诉我们，息烽县畜牧水产仍处于传统生产
状态，资源利用率差，结构不合理，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以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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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J——_．

主编力夫，号外“夫子”，暗悉兽医，颇具造诣。修志

始成，托为作序，感其精诚，欣然从命。

“畜禽水产是个宝，衣食住行离不了。．此话虽有一定

夸张，但却深刻反映了它与人类生活和生产的紧密联系．完

全可以说，不论历史的昨天，今天，或明天，畜禽水产所提

供的肉蛋奶也好，皮毛骨也好，都与人类有着不解之缘．

《息烽县畜牧志》是一部有关我县畜禽水产发展的专

志。它记叙了民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息

烽县畜禽水产的发展变化情况．该志资料翔实，取材得当，

加之编者本乃行家，又兼文笔流畅，读后使人颇受教益。匆

容置疑，该志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专业志书，它的问世，实属

我县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和改善，大力发展畜禽水产事业，已成为日趋重要和紧迫的

一件大事。从这一意义而论，《息烽县畜牧志》有着重大的

存史资鉴作用，读者从中不难悟出这么两点道理： ，

其一，从宏观上讲，同其它事业的发展一样，蜜禽水产

事业的发展，仍然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 一

其=，从微观上说，畜禽水产事业要有大的发展，必须

建好四个体系，即品种改良繁育体系，疫病防治体系，饲料
’

生产体系和产品加工销售体系。一句话，就是要认真搞好产

前、产中和产后的各项服务。

如果以上见解能成为上下左右共同认识的话，则何愁畜

7；一l￡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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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水产事业的发展没有希望1应当说这也是修志者的目的和

愿望。

息烽是一个农业县，农业经济在全县国民经济中占有较

大的比重。但是，多年来农业结构一直不甚合理，产品比较

_单一，商品率低。实践证明，要发展我县农村经济，不仅要

在现有耕地上做文章，而且要下大力搞好各项开发性生产，

特别要努力提高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的比重。可以说，这既是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重要一环，也是广大农民致富的一条重

要途径。
’

我县畜牧业属城郊型牧业，应在大养特养其猪的同时，

充分利用零星草山草坡和荒地空地，以及山塘水库和稻田，

大力发展牛、羊、马(骡、驴)和鱼类。基于我县人口多．耕地

少，粮食紧缺这一现状，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已是势在必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兰十六年间，息烽县的畜牧

业生产发展虽有过不少波折，但总的是发展较大。畜牧兽医

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由少到多，技

术力量由弱到强。几十年问，由于广大畜牧兽医工作者的努

力，猪的人工授精、牛的冻精配种、鸡的人工孵化．鱼苗人

工繁殖等，己开始在我县结果；猪瘟．猪肺疫、牛出败等多

种畜禽疫病己经馨本消灭或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中西医

结合治畜病有了一定的进展；青饲料的加工贮存，牧草种植

和稻田养鱼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猪种资源调查、畜禽疫病普

查、畜牧业区划等一些基础科研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这些，都为我县畜禽水产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广

大畜牧兽医工作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出了我县经济发

展的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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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对资治当今，垂范后世，有着重

要意义．本志编者既不因史料残缺而退却，也不为工作繁忙丽

推诿，多方奔波．收集资料，不耻下问，精诚合作；不辞劳

苦．夜以继日地苦修专志，其精神实乃可贵。经两年多时间

的努力，锲而不舍，反复修改，终于纂成此志。值此专志同

世之际，谨向给予本志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的有关单位和人

员，深表谢意l由于诸多原因，不足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

者、专家和学者赐教，不胜感激之至．

刘兴明 √

1 9 8 9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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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 述

息烽县位于乌江南岸，东与开阳县相邻，西南与修文县接

壤．北隔乌江与遵义．金沙两县相望．县城＆于县的中部，

南距贵阳市72公里，北离遵义市90公里．息烽于民国乏年(公

元1914年)建县．至今己70余年．其问行政建置变化较大．

1985年全县设四个区，-个区级镇，一个乡级镇；二十三个乡．

42557户，人口20．95万。面积155．51万亩．

境内地势起伏．沟谷纵横．。东南两三面山脉绵延，地势

较高，自南向北呈梯状下降，形似一个向北开口的撮箕‘全

县最高点是东部南山山脉主峰南极顶，海拔1749．6米；最低

点是东北部温泉乡大塘口；海拔699．2米，大部分地区海

拔在10Do室1200米之间。境内岩溶地貌分布广泛，土壤偏酸：

光‘热资源充足i气候温和，春暖秋爽。由予地形椰山脉走

向的影响，降雨时空分布不均i季节气候明显，且具有多变

特点，冬天里有春天，夏天里有秋天，下雨似过冬天二

全县有耕地约26万亩．盛产玉米，水稻、洋芋；红薯

等。林地约2l万田，草山草坡13万田。县内河流南北流向．

注入乌江．并有池塘．水库300多个．，水面2万余亩。

川黔公路，铁路贯通全县南北。小寨坝至中心铁路支线

穿越县境东北部，乌江渡水库建成后．，改善了西北部地区的

交通面貌．乡村公路通达所有乡镇．

甚内毁林毁卓开荒，水土流失比较重‘中低产田土面积

大．，粮食增长速度慢i起伏大．．粮食富足与否．，直接制约着

佳猪生产的发展．从息烽县历年粮．猪，太牲畜生手：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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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长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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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 有发生．1961年粮食产量4650．51万斤：生猪存栏仅4553头．
9

大牲畜下降到17744头．1961年与1958年相比，粮食总产下

， 降40．4％；生猪存栏下降90．9％，大牲畜下降38．2％． ．

第三个时期：1 962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巩固j

充实，提高时期。党总结了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在农村执行

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开放市场，划自留地等政策，调动了
·．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大幅度增产。养猪采取公养私养并

举，私养为主的方针，耕牛分散到农户饲养，养用结合：繁

殖奖励等办法，畜牧生产得到较快发展．‘1 965年∥粮食总产

8447万斤，生猪存栏68812头，大牲畜23018头：’1，‘j：

第四个时期：1966年至1976年，即十年“文化大革命。

时期，牲畜业先是处于自由发展状态，继之割资本主义尾巴，

限制农户养畜数量，仍强调集体办猪场，追求存栏．忽视出 、

栏，执行收购，奖励，销售政策不力．‘生猪存栏头数在5．5

万头，大牲畜在2．3JY头上下徘徊．1976年．粮食总产．8097．83．

、、'万斤；生猪存栏53673头，大牲畜23450头．与1965年相比，‘’

1．976年粮食产量下降4．3％；生猪存栏下降15．9呖，大牲畜上

升11；9％。
’

，’

·

， 第五个时期：1978年至1985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放宽农村政策，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养畜．
改革生猪派购制度j开放牲畜市场，畜牧生产迅速发展，1984

年．，粮食总产达10264．167／斤，为历史最高产量，比1978年 一

产59．7％。l 978年生猪存栏达70265头，大牲畜达32795头，

为历史最高水平．与1978年相比，1985年生猪存栏增长24．2

，大牲畜存栏增长42．7叻．。 r。：： ，．：，=‘j。．一j
7

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人均食肉量逐年提高．畜牧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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