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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杭州茶叶试验场的第一部场志，从1 988年1o月开始，经过1 o

个月、40位同志的辛勤工作，终于问世了，这是一件可庆可贺的

大事。
。

这部场志，根据方志的体例，以横排门类，纵述事实，．把茶

场三十多年的建场历史，从地理环境、人口职工，到茶叶生产和

科研、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商业服务、企业管理、教育卫生、

党派群团等方面，设置专门篇目，以比较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文

笔，记述下来，因此是一本很好的资料书，它既可传之后世，又

可服务于当前，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

这片由众多低丘山垅构成的一万来亩土地，三十多年中养育

了一千多职工，二千多人Ⅶ均茶场人，而他们与她们，无论来自

农村、城市、机关、企业、部队学校，都以勤奋的努力和其聪
明才智，培植和建设了这个国营茶场q三十几年的历史，是艰苦

创业的历史。建场伊始，就坚持以茶为主，以农为本，以求实奋

进的精神，扎扎实实地进行建设。现在不

合经营的企业，而且也是生产技术、人才

基地之一。三十多年中虽然也出现·些曲

农、工、贸综

品出口创汇的

是“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浩劫，给茶场造成灾难，但历史的潮流始终是不会逆

转的。茶场堪称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扩。
’

中国是茶的祖国，浙江又是全国产茶最多的省份。年产量一

般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建国初期，为了推进本省茶叶

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当时华东农林水利部和省农林厅决定在本

省建立一座国营茶叶试验场，把生产示范、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结合起来。一批老一辈的茶叶科学工作者，如：申屠杰、刘河洲

等同志为茶叶试验场的创建都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最早一

批技术X-人l钱水堂i、匡财银j、何润馀、间美春等同志以及第一批
领导和管理这个茶场的王东绥、胡子霖等同志，都在非常艰苦的

条件下，呕心沥血为建设茶场奉献自己毕生的精力。因此，不能

忘记他们。

茶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场开始到

石濑农场并入。这一时期主要是开荒种茶，边生产边搞科学试验，

经营范围仅限于茶叶生产，结合种些药材等，期能以短养长，弥

补开支。这批新开垦种植的茶园，基础建设搞得扎实，为日后的

高产创造了良好条件。第二阶段是)I}M 964年石濑农场并入到七十

年代末，这一时期场的规模扩大了，职工增加了，因此经营范围

及其生产广度、深度也与之相适应，除大力改造石濑农场并入的

八百多亩低产茶园，和开发二、三大队荒山低’丘，特别是开发牛

头山，发展了二千多亩新茶园外， 同时茶叶加工业发展了，从茶

叶初制到精制，从单一产品到多种产品，从制茶机械的革新到能

源改革，都取得显著的进展。粮食生产也达到自给有馀。其它工

业的发展，如控制电器厂的建立也具雏形。但这一时期最大的不

幸是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给生产建设带来了时晦时雨

的阴霾天气。茶场职工经过党的长期教育，总算分得清邪与正，

保证了茶场继续前进。第三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也就是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由于党中央确定了工作重心转到经

济建设上来，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

茶场的生产建设和经营有了新的活力。经济搞活了，工业壮大了。

控制电器厂已成为茶场的一个骨干厂、溶解乙炔厂建立了，浙江

最大的蛋鸡场建立了。1985年并与日商及省茶叶公司联合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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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明茶业有限公司”，这是茶场一个长足进步的阶段。

传统的观念，总把落后和农村联系在一起，这是极不公道的。

许许多多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村和农业是现代文明的基地和后盾。

我们应有足够的自信和自强，在新的起跑点上，创造出光辉夺目、

繁荣昌盛的明天!

张家治1 989年8月



说 明

盛世修志，是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有益于当代、惠及

子孙的千秋大业。1 980年，中央就部署了各地的修志工作，茶场

根据中央关于开展修志工作的指示精神，作出了编写《第一部场

志》的决定。

编写《场志》是为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

鉴和现实依据的，能做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编写《场志》是茶场的一件大事，它将真实地反映茶场的历

史面貌和发展过程，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它涉及到茶场的各个部

门，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科学性，因此单靠“场志办"的几

个人是难以完成任务的，需要场领导和各部门大力支持和协作，

众手成志。

1 988年1 o月，第一部杭州茶叶试验场场志开始动手编写，由

于编写人员抓紧时间，广泛收集资料，辛勤、认真地进行写作。

这样，到1989年4月已胜利完成了场志初稿， 5月又请几位同志

作了新的内容增补。初稿经过一番编删之后，整理成二‘十六章和

序言、大事记、跋等的第一稿(打印稿)，洋洋40万字，参加编

写的有钱时霖、钟荣祥、李传俭等40位同志。吴平平、吕美娟等

同志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张家治、王东绥两位顾问， 时刻关

心着《场志》的编写工作，并提供史料，解决困难。尤其张家治

顾问对《场志》编目安排以及动员、指导大家写稿等方面都做了

大量细致的工作，李寿林场长亦多次亲临《场志》编写会议进行

指导和鼓励，这些都是使《场志》编写能顺利进行的条件和基础。

第一稿完成后，又经钱时霖同志加以整理删改成十篇三十七

章及概况(其中李传俭同志写第三篇的第三章)张家治顾问最后



审定。张家治顾问写了序，李寿林场长写了跋。第二稿(付印稿)

于1 989年8月胜利完成。

这部《场志》系茶场的第一部志书，所以从建场开始写起，

下限为1 987年，由于在1989年写成，因此对1988年发生的重大事

情，在《场志>)概况及后面的附表及跋中有所提及。

场志中的年月日均采用公元纪年、阳历纪月日，并用阿拉伯

字进行书写。
‘‘

关于计量数字的编写，长度用公尺(或米)、厘米、毫米。‘‘

重量用吨、公斤、克。面积用平方米，体积用立方米。机械功率

用千瓦。但土地面积计量单位仍保留“亩(市亩)”。 6位以上

的数字常用“万”字作单位。

《场志》纲目只分篇和章，章内不出现“节”的字样，而用

一、 (一)、 1、 (1)表示。志中的图、表用了3个数字表示，

如表1—1—1即表示该表为第一篇、第一章的第一张表格。

《场志》是以原省余杭茶叶试验场作为主线来写的，因此原

杭州市石濑农场等，其有关情况常在各章中设“附录”加以记载。

《场志》共20余万字，由于建场初期有些资料残缺，加上初

次修志，缺乏经验，所以难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请大家给予批

评和指正。

杭州茶叶试验场场志办公室

1 98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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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主要党政领导人

寿周
林昌
、平
吴’
文王
俊东
。绥

、

王
文
成

左起；王东绥、邓阿根、张家治．李寿林，周昌平



}7年茶场领导成员。左起；周汉忠．王锡康、李金术

徐贵法，昊文俊，吴平平。

李

寿
林
坊
长
在
主
持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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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包忠耿，副场长李金木主持场志编辑工作会议



迎宾楼大

建场初期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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