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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象山县水稻生产机械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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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象山县水稻育插秧机械化技术示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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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象山县农机专业合作社(服务水稻生产)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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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28日，i口省长茅临生(前排左四)由县长周江勇陪同视察象山正四农牧机械设备厂

考茹留嚣勰产省农机总站站长杨大海沽二



机篇等差麓盟嚣县委“书记黄志刚右二城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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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村信用社信贷支农产品推彳卜会暨“丰

位于3翳库镇锲头陈村的工厂化育秧基地全景



联合收割机收获水稻

机动插秧机插种水稻

大型拖拉机翻耕农田

联台收割机收获油菜

象山半岛跨区专业合作社的联合收割机车队出征跨区作业



序

《象山县农机志》历时两年，经广集史料，焚膏继晷，数易其稿，终梓行面世，这

是全县人民特别是农业部门、行业的一大盛事，实乃可喜可贺。

本志书是一部记述象山农机具演变和发展的专业志书，重点记述了解放后60

年象山农机发展的历史现状，体现了农业机械化工作在中共象山县委、县人民政府

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农机工作者艰辛劳动创造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志书出

版与读者见面，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农机人的光荣使命、职责所在。

象山自唐神龙二年立县至今已一千三百余年，勤劳的象山人民依靠劳动工具

为自己创造财富，获取衣食，繁衍生息。解放前，我县农业生产工具落后，农民长期

使用简陋的竹、木、铁制农具从事生产，劳动强度大，生产力十分低下。新中国成立

后，人民群众要求更新劳动工具，实现农业机械化呼声高涨。我们农机．人顺应潮流，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进行农具改造和引进推广各种适用农业机械，经过半个

多世记的努力，经历了一条从试制到推广，从失败到成功的曲折道路，终于使全县

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本县农业机械化发展时间虽短，但发展速度快，这是象山农

机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象山县农札志》是我县第一部全面、系统记述农机化发展的专业志书，志书图

文并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展现了农机化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既反映成绩，又提出发展中尚需解决的问题。志书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方

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象山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规律，是研究和查阅象山各时期

农机发展情况的资料宝库，同时，也是有关农机知识的一本教科书。愿象山的农机

化事业继续快速发展，愿象山的农机人更加努力，再创象山农机发展新辉煌。

金建文

二oO九年六月



凡 例

一、《象山县农机志》是一部反映象山县农机化发展的专业志书，依据“详今明

古、资治存史”的要求，根据现代农业机械的产生、推广和发展现状这一历史进程进

行编写，目的是为进一步加快本县农业机械化发展步伐服务。因象山是渔业大县，

已出版《象d{-g-i!_,lk志》，本志书在渔业机械方面的内容简略。

二、本专志记述的时间，上限按已收集的历史资料而定，下限至2008年，与《象

山县志(2008)》相吻合。志书详尽地记述本县劳动工具的历史演化，改革开放以来

象山农机化的快速发展记载尤详。本志书力求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专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体，首列概述、大事记，总摄全书，次以门

类设章立节，辅以照片、图表，为全志主体。

四、本专志所称“建国”，是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o“解放

后”。是1949年7月8日象山解放之日起。“县委”，是中国共产党象山县委员会o

“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政府。

五、本专志纪年，古代及民国时期沿用朝代纪年，夹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六、本专志数据，原则上以各部门当时反映的统计数据为准，缺项部分经考证

记入。

七、专志中计量单位，一般按所记事物当时的计量单位记述，以存其真。(1987

年起，国家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如柴油机功率以“马力”计量，1马力=o．75千瓦；1

千瓦=1．36马力；土地面积：15亩=1公顷。

八、地名及单位名，一般按当时的名称记述，个别的加注现名。

九、本专志所称“农机具”指的是农机和农具。志书中主要是记述农机具的种

类、名称、形状、结构、用途、发展演变以及使用管理情况，并以记述传统、大众的农

机具为主。

十、本志书采录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象山县档案馆档案、象山县农机局档案，部

分资料来源于有关文献、’志书、报刊和实地调查资料，经印证入志，一般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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