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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边指导渔民养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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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龚世圆教授在给养鱼户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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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汉川市水产志》付梓印刷出版，这是汉川市水产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按照中共汉川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编纂汉川市第二届志书(汉川市

志)的通知》的要求，市水产局《汉JlI市水产志》编纂组遵从“广征、严审、准确”

的征编原则，严肃认真编纂《汉JlI市水产志》。《汉川市水产志》记述内容时间起自公

元1442年，止于2005年。此志虽数易其稿，但终因时间跨度太长，历史资料残缺不

全，编纂工作难度很大，各篇章记述难免缺漏，尚有待不断补充完善。

《汉川市水产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体现时代特点和产业特

色，注重详今略古，详独略同，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汉川水产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特别是

以较为翔实的资料记述了新中国成立56年汉JlI水产养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从粗放经营到精管精养，从分散经营到集中连片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全貌，突出展示

了全市水产生产、渔业改革、疫病防治、科技兴渔、渔政执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全市

水产业的发展得益于中央的惠农政策，得益于省市水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历

届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各乡镇场和市直部门全力配合，得益于全市水产系

统广大干部职工和渔民的艰苦创业、顽强拼搏。

以史为鉴。《汉川市水产志》是一本集政治、历史、经济、科学、文化、风俗于一

体的水产百科全书，不仅能帮助我们全面了解汉川水产发展历史，而且还能够指导今后

的水产工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汉川水产业走过了辉煌的发展历程，但已经成

为过去。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深化改革，开拓创新，促

进全市水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再创新的辉煌。

《汉川市水产志》的征集、整理、编纂、成书得到了全市水产系统干部职工、离退

休老同志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汉川市水产志》是编纂工作人员孜孜不倦、不辞辛

苦的工作结晶。藉此，向一直参与、关心和支持此项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

意!此志出版面世后，敬请领导和同志们不吝斧正，以便再次修定。

谨以此作序。

戌画覆
二oo九年十月八日

李国荣系汉川市水产局局长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

事求是地记述汉川市水产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取事，立足当代，详今略古，上限为1442年(明洪武八年)，下限为

2005年。1997年1 1月8日汉川撤县建市，在此之前文中称谓称全县或汉川县；在此之

后称全市或汉川市。地名、机构名称、职务均按当时名称书写。

三、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各朝代包括民国时期均夹注历史年份。解放后系

指1949年5月汉川全境解放以后。

四、本志计量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少数无法换算的历史

计量单位则保持原计量单位。

五、本志解放后的数据，主要采用汉川市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汉

川市水产局系统所编汇总资料。

六、本志中的高程和水位为吴淞高程(换算为黄海高程时约减1．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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