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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农经委遵照中共中原区委、区政府。统一编撰乡

志、专业志刀的要求，在编撰人员的艰辛努力和全体工作人

员的积极配合下，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笔耕，《郑州市中原区农

业志》终于编印成书，是中原区农业战线上的一件大事。

中原区所辖5个乡(镇)，有农业人口130900人，耕地

15．1万亩i是郑州市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其地势平坦，土地

肥沃，水利条件优越，又紧靠市区，交通运输便捷，发展农

业生产自然条件较好。旧社会，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农业

一直沿用封闭、传统陈旧的农业耕作方式，加之帝国主义的

侵略和掠夺，致使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村到处是一片悲惨

凄凉的景象。新悃建立后，全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巨大胜利，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农村建立和完善了各项生产责任

制，给农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使农业由自给、半自给生产，

向商品化生产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开创了蓬

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

中国地方史志是_国情书"和。地情书一。这部农业专志，

集建国45年于一瞬，融。粮、．棉、油、蔬、林、牧生产"于

方寸，既有宏观鸟瞰，又有微观透视。她荟集了中原区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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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中原区农业志

方面许多历史资料，内容比较广泛，归纳比较系统，实事求

是地记述了中原区自然环境、农业发展的历史及现状，并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剖析，总结经验教训，力求揭

示农业生产发展的轨迹和客观规律，具有较鲜明的时代性、地

方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纵观可领略中原区农业历史的发展

概貌，横览可寻觅中原区农业兴衰的缘故所在。-这部农业专

志，文字流畅，通俗易懂，将成为中原区人民热爱家乡、热

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生动具体的乡土教材，是

各级领导和从事农业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得心应手

的工具书'妻。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

历史的借鉴和科学依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作用与价值

愈加明显和不可估量。 ·’

加速中原区农业发展，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全区广

大干部、农民和科技工作者的光荣使命a『借值《郑州市中原

区农业志》成书之际，愿与全区人民鉴古知今，兴利革弊，进

一步改善生产条件，引进先进栽培技术，改造中低产田，不

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努力保持现有种植面积，对那些水利

条件优越，能够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粮田、菜田，要采取划

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办法，加以保护，使中原区耕地面积相

对稳定。为保障郑州市城市农副产品的供应作出贡献，为在

本世纪内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努力奋斗I

中共中原区委员会副书记冯留卷
。

中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武金明

1996年6月



凡 例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阿题的决议》为准绳，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突出时代特点，达

到继承历史，服务现实，．有益后世之目的。

三、志书断限：一般始于1948年10月郑州解放，下限

1995年12月，为反映建国前后农业变化，故个别内容上溯时

间不限。 ．

四、志书采取章、节i目结构，章下设无题序、节、目，

横向编排，各类按条目顺序纵向记述。设20章70节，计26

万余字。
’

‘五、志书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表现形式，以

志为主体；图、表穿插于有关正文中，力求图文并茂。

六、本志叙述解放前后，以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

为界；建国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为界。
。

七、称谓书写：各机关、团体、会议等名称，第一次出

现时均用全称，以后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

八、人物章，采用史家通列不为生人立传，但可入志，根



郑州市中原区农业志

据荣誉事迹，酌情开列传略、简介、名录。部分章节内容以

事系人。
。

九、资料来源：中原区农业档案，原郊区有关资料，当

事人座谈口。述记录整理，第六章土地利用现状系1989年土地

利用现状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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