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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农业志

福州市 农业志编篡委员会



序 言

《福州农业志》经过全体编撰人员为期六年的艰辛劳动，终

于付梓出版。这是福州农业历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福州农业渊远流长。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福州农业发展

史的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五十年来的努力奋

斗，福州农业登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面对世纪之交的机遇与挑战，我们谨将有关反映福州农

业方面的材料，包括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农业生产关系变革与

完善、农业生产水平与发展历程、农业教育科技与文化、农业区

划、创汇农业、捉村能源与生态建设等进行分门别类，加以总

结，编纂成《福州农业志》，以献给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事业

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给行将参加到这一事业中来的一代又一

代新的建设者，献给一切关心福州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朋友们。

读者必将从中了解我市农业的现状、发展历程及其目前所处的

阶段，认识我市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它对于深化农业发展问

题的研究，更加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

科学地进行农业发展决策，进一步把农业搞上去，以适应并推

动农业现代化建设，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一切

关心福州农业发展的外国朋友，也能够由此增进对福州农业的



了解。这就是我们编纂出版这部《福州农业志》的目的。

《福州农业志》的编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力求如实地记载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州农业的蓬勃发展和

曲折前进的历史进程，深刻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为世人和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农业典籍，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

一份研究福州当代农业的比较系统的资料。我们相信，《福州农

业志》将充分发挥资政、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成为了解福州

农业的一个重要窗口。

借此机会，向为修志付出辛勤努力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

周和平

2000．6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

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力求全面、

系统地记载境内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坚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贯通古今。志中上限不

限，尽可能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 999年12月。

三、本志以现行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历史上曾隶属于本行政区域

今已划出的，一般不作记述。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全志设章、节、目

等层次。

五、本志篇目设置，以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为原则，横排门类，纵写

史实，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

六、本志历史纪年用法：凡清及其以前的朝代，采用年号记述，用汉

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每节首

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其后省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书中“解放前(后)"是以1 949年8月1 7日福

州解放日为界。

七、书中“××年代”专指“20世纪××年代”。

八、本志地理名称、政权机构、社会团体、官员职务、礼俗称谓等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依当时当地典章制度与习惯相称。古今地名不同者，括注今名；隶属地

域变动者，注明今属。

九、本志计量单位均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规定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仍

照实记载。

十、1 949年10月1日以后的货币单位为现行的人民币，不标明

“人民币”。解放初旧人民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历史上使用的

货币，括注当时币种。

十一、本志数字书写按1 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

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二、本志的资料来源于重要文献、历史档案、各种报刊、实地调

查、各级志书等，均经核实后载入，除引文和说法不一的史料外，一般不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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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福州十邑，几经变迁。目前，辖六县二市五区，其中闽侯、闽清、永泰、平潭、连江、罗源六县，

福清、长乐二市，晋安、马尾二区为农业区。全市土地面积12152．56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土地总

面积十分之一。耕地面积220万亩，占土地面积的12．07％。

福州市地跨中、南亚热带，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受海洋、地貌和水系的影响，农业生

态环境十分复杂。光、热、水资源比较丰富。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16～20℃，无霜期324天。

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降雨量900～2100毫米。太阳年总辐射量4100～4600兆焦耳／平

方米，年日照时数1700～1980／],Be，年日照百分率38---．45％。水资源中地表水83．15亿立方

米，地下水11．2亿立方米，闽江客水515亿立方米。

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福州市的气候资源与同纬度其他地方有明显的不同。在光、热、

水的配合上，突出表现春末夏初的“雨热同步”。生态环境多宜性表现十分突出。但由于亚热带

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使年度问季风出现的迟早和强弱变化大，降水和温度的年际间差异明

显，从而带来旱、涝、洪、台风、寒流和冰雹等多种农业自然灾害。

土地构成中山地多、丘陵多、平原少。山地占土地总面积的40％，丘陵占30％强，平原占

20％弱，内陆水域占10％。整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山地为戴云山脉的北段和鹫峰山脉

之南颠，海拔高度在700～1100米之间，有些山峰超过1200米。地势高、起伏大、坡度陡、切割

深。中部地势稍缓，多为低山、丘陵，海拔在700米以下。东部为平原和海岛。闽江、敖江等8条

河流下游各有一片肥沃的冲积平原。

福州市农耕历史悠久。据考古，距今五千年的闽侯县甘蔗镇恒心村昙石山贝丘遗迹，挖掘

出大量石锛、石斧、石镰、石刀、陶网堕等，充分证实当时先民已从事农耕渔猎。“三皇五帝”以后

干多年间，耕作逐渐取代渔猎。到商代以农耕为主，春秋出现铁器和牛耕。

先民筑堤固岸，平坡填洼，垦造方田。舀江水以灌溉，畜水牛以耕耘。汉灭南越，闽越遗民

内逃山区，促进了山田开垦。《三山志》记：“人率危耕侧种，埂级满山，宛如缪篆。”《泊宅编》记：

“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级然。”公元317年“东晋南渡”，福州农业又有发展。西晋末年的“永嘉

之乱”和后来的“安史之乱”，不少北方农民避乱南逃，带来北方耕作技术、农具和牲畜，先云集

晋安河一带，后逐渐繁衍迁徙周围十邑，乃至莆仙、漳泉。

福州市有轮作复种的优良传统。唐宋已有年二熟、三熟轮作制。宋景德，福州知州谢泌有

“潮田种稻重收谷”之句，宋人马邑诗中有“两熟稻田世所无”之咏。明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

篇》记“余居福州，祝史吾乡附郭田亩，白地种稻者岁两熟，麦地种稻者岁三收。”据《金薯传习

录》载，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旅居吕宋的长乐县商人陈振龙父子冲破禁令，历尽艰险，

巧妙地从吕宋引进甘薯。百姓称“番薯”。先在福州试种推广，后传漳州、泉州、汀州，继而传到

全国各地，成为我国主要的抗灾救灾粮食作物。福州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五U通

商”之后，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农业发展带上城郊农业的特色。蔬菜、水果、茶叶、花卉等

经济作物发展较快，福桔、李干、茉莉花茶远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建



2 福州市农业志

福州农校，开福建省农业教育之先河。为福州培养了一大批农业专门人才。民国时期，省在福

州设农业改进处。长乐等县设种子繁殖站。

但是，封建时代，福州诸县农民饱尝“地有赋，田有租、丁有役、产有贡、物有税”的沉重负

担。如果遇上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的大水、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瘟疫、清顺治十八年

(1661)大早、民国24年(1935)风灾加旱灾之类灾害，稻薯绝收、田地荒芜。加上兵荒马乱，则耕

地抛荒，卖妻鬻子，流离失所。福清县有散赋日：“古驿幽幽兮，过宏路之旷野；危桥晃晃兮，出融

城之荒郊。莠没膝而生长，苗竭水而枯焦；鼠将暮而出没，鸟隆冬之凄号；怜农夫之苦作，叹步歉

而空劳。嗟呼，其充饥以煮叶，任受冻而抱茅。”凄凉之至。民国后期农村经济乃很肃条，“盖因

农家经济之日趋低劣而流落外地”。《福清县志》记载：当时音西乡800多户农家，有160户逃往

外乡，有130人流亡南洋。到1949年建国前夕，福州农村地瘠人贫，民生凋敝。

1949年末，中共福州市委派组织部长郑重到市郊鼓山区远洋乡搞减租反霸试点。随后，郊

区与各县相继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这是福州市农民第一次沐浴共产党的恩情，调动了农民生产

积极性。

1 950年8月，福州开始土地改革，改变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全市征

收土地数量约占耕地总面积的43％以上。占农村总户数83．4％的无地或少地的雇农、贫农、中

农分得了占征收耕地90％以上的耕地。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积极兴修水利，扩大耕地，

选用良种，取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47．61万吨，比增8．8％。生猪存栏17．02万头，比增

36．38％。

1951年1月，福州地区农业生产互助组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互助合作，有效地调剂劳

力、农具、耕畜的余缺，保证及时播种，改革耕作制度，单位面积产量有很大提高。闽侯黄依刘互

助组水稻平均亩产达407斤，比自耕农高出20％。福清县陈金土互助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

55．7％，被评为增产模范。

经过1949～1952年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

2．65亿元，比1949年的1．79亿元，增长47．4％。

1952年至1953年，部分骨干互助组转成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下半年至1954年，初级社有很大发展。并且政府推广农业技术，改革传统耕作方式，促

进了农业生产。1954年9月8日《福建日报》报道：闽侯县恒心乡农民入社后，早稻总产比上年

增产47．8％。1954年全市粮食总产59．09万吨，比1950年增长24．11％。

1954年，开始粮食、花生等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逐步建立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

1954年10月试办“红星”、“连坂”、“溪下”三个高级社。1956年加快合作化运动的步伐，并

形成高潮。至1957年底，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促进农业生产

“一五”期间，大力兴修水利、绿化造林、选育良种、推广新技术和改革传统耕作制度，使农

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全国劳模黄宝洛创造“攻头，保尾，控中间”栽培经验，全国劳模王茂玉

积极引种，选种的经验均名闻全省。1956年，农业部在福清县召开甘薯丰产观摩会，推广劳模

余大干亩产万斤薯经验。1956年全市耕地面积达280万亩，为建国后最高点。1957年粮食总

产量65．60万吨，比1952年的60．74万吨，增长8％．超计划完成任务。同时，林牧副渔也有很

大发展，农业总产值3．6亿元，比1952年增36．15％，比1949年整整翻一番。

1958年公社化、大跃进、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农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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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损失，粮食总产比上年减1．06万吨。1961年全市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下降Z5．6％，其中

种植业下降29．0％，畜牧业下降43．4％，副业下降14．6％。

1 963年至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央对农业采取扶持政策，开展农业学大寨运

动。期间农村经济得到调整和恢复。1965年农业总产值达4．63亿元，比1962年增1．56亿元，

增长50．3％，比1957年增长28．3％。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福清县音西大队表现突出，被誉为我国“南大寨”。国务院谭震林副

总理提出：“北学大寨，南学音西”。农业技术干部林鸿达总结提高并扩大推广农民轮作套种经

验，成为全国一面红旗。周恩来总理在音西经验材料上批示：“轮作套种，因地制宜，三者关系，

普遍适宜。”为全国树起充分利用耕地，提高复种指数的先进典型。1965年，全国群众性科学实

验代表大会在闽侯县南通公社召开，不但向全国推广经验，而且，推动了全市四级农科网的建

设。闽侯县祥谦公社扬厝大队杨依木矮脚南特和珍珠矮的良种提纯复壮经验推广全国各地。

1966年“文革”开始，农村一度出现领导空档，生产放任自流，“政治评分”等“右”的思想严

重干扰农业生产。1969年福州农业总产值3．87亿元，比1966年下降17．8％。各级成立“革命

委员会”后，下设“生产指挥组”，农业生产重新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发展。“战备夺粮”，粮食生产

得到高度重视，1977年全国劳模陈孝钦，在长乐县鹤上公社云路大队创造亩产千斤麦高产样

板。当时，各县围垦造田，平整土地，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批判“农村资本主义

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家庭副业和农贸交易受到限制，农民收入少，社会农副产品短缺，农

村经济处于徘徊状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省委主要领导贯彻全会精神不力，福卅I市推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全国各地慢了半拍，1981年上半年才开始试行，下半年推开。虽然一度步伐

与全国不一致。但是，三中全会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威力无穷，调动农民积极性，

农村经济飞跃发展。

1979年底，开始农产品价格改革。随后十年间，逐步放开鲜鱼、禽、蛋、果、菜、肉、食油价

格。提高粮食合同定购价格。同时鼓励私人长途贩运，搞活流通。刺激农业生产全面发展。1980

年至1988年，全市调动1110名各类农业技术人员，开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农业资源调查和

农业区划工作。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1982年至1986年，各类专业户

发展很快。据1986年统计，全市有各种专业户5．7万户。其中农业2．4万户，占42％，林业127

户，占2％，畜牧业4768户，占8％，渔业3372户，占6％，工业3478户，占6％，交通运输业

8948户，占16％，建筑业4672户。占8％，商业3197户，占5％，服务业1449户，占3％，其他

3132户，占4％。专业户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生力军，他们在促进福州农村经济步入良性循

环起了积极作用。1988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13．90亿元，比1978年增长135．63％；粮食总产

量达111．42万吨，比1978年增长12．61％。水果增长684．04％，肉类增长164．oo％。

1988年至1994年，随着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各种服务组织应运而生。有65％的乡村合作

组织能为农户提供“五统一”服务。农业部门办有129家“植物医院”和20家“五有”农技站。

1650个村配备专、兼职农民技术员，全市建立科技户、示范户、专业大户1．2万户，实施各种科

技推广项目。农民创造了农村合作基金会适应农村内部资金融通，增加农业投入，体现农民是

农业投入的丰体。全市当时已发展合作基金会512家，筹资额达8．8亿元，融资额达16亿元，

年创社会经济效益24亿元，年上交国家税利1千多万元。对当时农村经济发展起一定作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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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合同管理得到加强，乡镇普遍成立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机构，从事合同纠纷的调解仲裁。农村

财务管理得到加强，全市贯彻农业部《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和《村级会计管理制度》，推行新记帐

法，培训会计人员，开展审计监督和农民负担专项审计。由于服务体系的逐步健全，以户为单位

的专业化生产，逐步向多种形式的专业联合方向发展，并继而发展成农村股份合作组织。据

1994年统计，畜牧业实行股份合作的有1151家，农业股份合作农场有132家。林业、渔业、乡

村企业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也很快。“统分结合”“按股分成”，农村分散经营以崭新的形式

走上较高层次的合作，促进了大农业综合开发。据1994年统计，全市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农业综

合开发实体15123个，经营面积达130多万亩。据1994年统计，以现行价计，福州市农业总产

值达137．62亿元，是1949年的174倍多，是1958年的65倍多．是1978年的近29倍；粮食总

产量达131．77万吨，比1949年增长204．46％，比1958年增长109．52％，比1978年增长33．

18％。肉类总产量达18．77万吨，是1949年的25倍多，是1958年的8倍多，是1978年的4．7

倍。水果总产量达20．02万吨，是1949年的15倍多，是1958年的5．45倍，是1978年的21．4

倍。

1990年来，福州市加强“科教兴农“‘招商引资”，福州农业又有新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福

州市委七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制订新的目标：“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小康，到2010年，全市农村

主要社会发展指标和农民的生活达到宽裕小康水平，大部分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只要坚定

不移地认真贯彻中央十五届三中会的精神。真正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依法治农，

依法大幅度增加农业投入。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大幅度裁减

乡镇不在编冗员，减轻农民负担。科教兴农，发展农业机械化，发展农业生物工程产业，发展农

业信息技术产业，改善农业机构的工作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素质，市委制订的目标

就一定能够实现。



5

大 事 记

亚
日

太康三年(282)

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在城外浚东、西湖，灌溉农田。

唐

大和年间(828～835)

闽县县令李茸于县东近海处修海堤，堤内蓄溪水，可灌溉田地300余顷。

宋

成平元年(998)

宋朝遣使到占城(今越南)，求占城稻种10石，在福建获高产。后俗称黄占或黄尖。

大中祥符二年‘1009)

境内荔枝成为贡品。当年进贡干荔枝6万颗，剪荔枝130瓶，丁香荔枝130瓶，得到嘉赏。

庆历五年(1045)

蔡襄主持整治东湖，以利农田。

嘉佑元年(1056)

蔡襄命闽县、侯官、怀安大举整治西湖。

嘉佑二至三年(1057～1058)

闽县事朱定组织开挖疏浚西湖和护城河浦176务，使福州平原3600余顷良田得以灌溉。

淳熙九年(1182)

福清开始种植小麦。

明

洪武三年(1370)

乡人从福州港头河至走马山下，开凿一条内河，名龙津浦，引闽江水灌溉农田，全长5．7公

里，宽8～10米。

成化初年(1465～1467)

福州有人戌云南，得“安南稻”，此后境内开始种植安南稻。

万历二十一年【1593)

长乐人陈振龙由吕宋(今菲律宾)带甘薯苗回福州，在南台纱帽池试种成功。此后境内普遍

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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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三年(1595)

巡抚都御史金学曾勘灾到福清县，带入甘薯种，此后福清开始种植甘薯。后人曾建金公祠

念金学曾功绩。

清

乾隆二十五年(1760)

福州知府李拔倡导农民种桑、植棉。

光绪二十一年(1895)

闽清农民张存贤从广东潮州引回雪柑在渡口栽植，引种成功，逐渐推广。

光绪二十八年(1902)

闽浙总督许应癸重设农桑总局，并在水部门外耿王庄附设浙股、粤股蚕务学堂。这是境内

最早的中等农业职业学校。

中华民国

民国19年(1930)

金陵大学农业专科毕业生刘杨琚回故里闽清坂西，从事果树畜牧科研试验。其种植的脐

橙，曾获省新品种奖。

民国25年(1936)

2月上旬 闽清渡口张存贤培植的雪柑和坂西刘杨琚培植的脐橙，在福州柑桔类品评会

上，双双获奖。

8月 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迁址长乐县鹤上下刘山，改名省立长乐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同年，省家畜改良场亦迁址下刘山，与农校仅一路之隔。

是年 平潭县陈书坊自己设计并建成一口沼气池，投入粪便和动物废料发酵产生沼气成

功，供晚上店铺照明，这是平潭县最早的沼气池。

民国29年(1940)

省农事试验总场决定推广南特号水稻良种，长乐王心湖到清流、永安各农场，将南特号种

子数千斤运回推广。

民国35年(1946)

10月 福清、长乐发生大海啸，仅福清就有十余万亩农田被淹。

民国36年(1947)

6月 省农改处农事试验场病虫害系，在福州试验成功以寄生蜂防治荔枝蟓。

民国37年(1948)

2月 省属长乐县农事推广所改为长乐县良种繁殖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

7月 福州市政府要求各区开展良种评选活动，市政府成立临时种子站，收购优良稻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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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1月lO日 省第一届农展会在福州市王庄农业试验场开幕。

1954年

4月 罗源县罗星渠(幸福渠)完工通水。南北两干渠全长15．36公里，灌溉3600亩。

12月15日 首批苏白、约克夏良种猪运抵福州，此后繁育推广全省。

是年 长乐金峰区东昊高丰农业社昊国良系统选育甘薯良种“越薯”，创亩产万斤纪录。

1955年

7月25日 福建省流行病研究所从平潭县的家兔、猪、猫等动物的血液标本中首次检出

国内尚未发现的“弓形体”。

11月12日 市政府召开农业增产模范给奖大会，郑依姆等七个农业合作社受奖。

12月lObl5日 福清召开甘薯观摩会，推广“万斤薯”经验。

1956年

1月29日 郊区鼓山高级农业合作社成立。

3月5日 长乐文武砂围垦工程劝工。

3月23日 省农业厅和福州市拖拉机站，在鼓山农业合作社，试验稻田机械直播作业。

是月 平潭县农技站站长周振德从广东引进禺北薯良种，精心育苗、试种成功。1957年扩

大示范，1963年全县推广面积达90％以上，成为当时平潭县的甘薯当家品种。

是月 闽清坂东、池园、梅城各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7月 福州市拖拉机站，派拖拉机到鼓山农业合作社夏收夏种。

8月4日 郊区郑依姆、许章成、郑依水、王元贞、光明等农业社获省增产模范称号。

8月21日 郊区魁岐村农业合作社社员学习科学技术活动，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

拍成新闻简报。

11月1日 国家农业部奖励1955年度农业增产模范，鼓山等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获“爱

国丰产”奖状，郑依姆等8人获个人“爱国丰产”奖章。

11月16日 福州市拖拉机站，首次派拖拉机为郊区农业社冬耕翻土。

11月21～29日 国家农业部组织南方11省在福清县龙田东营乡召开甘薯现场会，推广

余大干亩产13500斤甘薯的成功经验。

1957年

2月18～26日 全国农业劳劝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福州市郑依姆等8名代表上京

参加。

lO月 闽清县桐口乡光明农业社秋蚕首创全国纪录。每张采茧81．5斤。

11月1日 福州八一水库开工。

11月15日 福清东张水库开工。

是月 连江潘渡溪灌溉工程开工。当时是全省最大最长的木框控河坝和木质倒虹吸管工

程。

1958笠

2月 省委叶飞、江一真、魏全水、贾久民在闽侯谢坑，省农科所建立水稻、甘薯试验田。

3月1日 省委叶飞、江一真在闽侯城门试用双轮双铧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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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 长乐三溪水库动工。

8月26日 闽清坂东人民公社成立。

1959年

10月2日 福清东张水库正式放水。

1960年

2月 闽清县委动员开发“万宝山”。

7月4日 中共福州市委二届二次全委会决定全市掀起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群

众运劝。

是年 长乐从安溪引进甘薯良种“新种花”，经提纯复壮，今仍为主要推广品种。

1962年

12月 福州市乳牛场试种面包木薯成功。

是月 北方马铃薯在福州鼓岭留种初步成功。为本省高山地区马铃薯繁育留种提供思路。

1963年

7月 闽侯城门良种繁育场场长王茂玉在“矮脚南特”中选出27个优良单株，后选育出茂

玉系列水稻良种。

是年 长乐文武砂农场试种棉花成功。

是年 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视察福清音西公社，回北京汇报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提

出“北学大寨，南学音西”。

1964年

5月 本省第一座渠道式水轮泵站在福清县音西公社瑞亭大队建成。

6月3～13日 省委在福清音西大队召开学音西现场会。

8月 省农业厅在闽侯南屿五四果林场，召开柑桔上山现场会。要求全省推广。

1965年

是年长乐仙歧村农民郑文棋首先引种芦笋。

1965年～1966年

闽侯县祥谦公社凤港大队派三位老农到广东省推广“稻一稻一麦”三熟三高生产经验。

1966年

2月23日 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在福州西湖举行。闽侯县祥谦公社风港大队水稻亩产超

双千斤，获省大寨式农业典型单位称号。

3月l～17日 全国农村群众性科学试验运动经验交流会在福州举行，国家科委副主任、

国家科协副主席范长江主持会议。会议期间范长江书写锦旗赠给南通公社。

3月8日 全国农村群众科学实验运动经验交流会在福州召开。国家科协副主席范长江

主持会议。代表们重点参观闽侯县南通公社、城门公社和福清县音西大队。

10月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视察郊区盖山六风村柑桔园。

1967年

闽侯风港大队创造了“稻一稻一麦”三熟三高产生产典型、每亩产量1040公斤，该典型事

绩当时参加全国农业展览馆展出，刘开芝作为该大队代表参加展览会。

是年长乐县湖南公社大鹤大队陈炎炎学习浙江经验，在沙滩种柑桔。在县农业局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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