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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县农业志》编审机构及人员名单

修编委员会

主任：邓运强

副主任：邓维光、方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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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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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琳、杨胜华、方正(大)、张国洪、王治蓉、谢兴云、易有富、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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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人员：邓运强、方正(小)、伍辉、罗大贵、唐良、

唐茂斌、倪天柏、杨廷权、温顺兵、李德全、詹约林

终审机构：乐至县地方志办公室

终审签批：肖全寿、林舂华

校 对：张国洪、黄清海



序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兴则百业兴。乐至是典型丘陵地区农业县，农业

在县域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20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

农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始终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不动摇，坚持

扶持农业的各项政策措施不动摇，坚持科技兴农战略不动摇，坚持面向市场调

整农业结构不动摇，坚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不动摇，坚持减轻农民负担不动摇，

坚持立足抗灾夺丰收的思想不动摇，严格遵循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整合农业资

源，加大资源开发、配置、增值和保护力度，形成资源合理利用、优化配置、

有效保护的格局，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局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总体安排，启动了续修《乐至县农业志》工作，

将该项目纳入了全局重要议事日程，组织各方力量，历时一年，于2006年10

月完成初稿编撰工作，经局农业志修编委员会、审核小组初审，乐至县地方志

办公室审定，12月全面完成续修任务。

本志共分6篇22章78节，计30万字，配以历史资料图片63幅，上限

起于1986年，下限止于2005年，真实反映了乐至县20年农业的发展历程，

记载了农作物区划布局状况，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情况，调整农业结构，推进

农业标准化、产业化，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等重要史实。

读来往事历历在目，掩卷感奋不已，不失为“资治、教化、存史”的好志书。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参与本志续修的同志们不辞辛劳，多次到相关

单位查抄档案资料、收集口碑资料，反复核对、多次修改，力求真实、准确。

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没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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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的懈怠和疏忽。本志的编纂工作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中共乐至县农业局委员会、农业局、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向关心、支持本志续修的各级领导和全体编写人员表示真诚的感谢并

致以崇高的敬意。

继往开来，再创佳绩。我深信，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勤劳勇敢的乐

至人民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工业建园区、城市建新区、农业建基地、

农村建新村”的发展思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促进乐至农业和农村经

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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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乐至县农业局党委书记

乐至县农业局局长邓运强

2006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为续编((乐至县农业志》。因水利、林业、畜牧食品、气象、农

机、蚕桑等部门均有专志，故本志偏重于农业(种植业)的记述。记述上限时间

为1986年，下限为2005年。

二、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遵循党和国家关于农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坚持辨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客观、准确、真实记载乐至县20年来农业的发

展历程，突出地方与行业特色。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乐至县农业局、乐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及局所

属局、股、室、站、校、场、公司的文存档案；其次来源于县政府劳务办、县

档案局、统计局、国土资源局、水利局、畜牧食品局、农机局、气象局、蚕桑

局的文存档案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第三来源于个人的文存资料与编写人员采访

知情人士的口碑资料。这些资料均通过编写人员认真调查和反复核对、筛选，

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求真实、准确。

四、本志引用数据以法定统计数据为主，少数源于农业相关部门提供的数

据。计算标准和统计口径依照国家统计规定，计量单位为国家法定单位。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等表述形式，以述、记、志为主，表分

附各章节。文体用现代语体文，文字用现代规范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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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24日省政府副省长敬正书与市、县领导视察高寺镇1998年度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1999年9月22层省农业厅厅长文正经在乐至作
农业结构调整专题报告

2003年7月22日省农业厅厅长腾彩元在乐至召开的四川≮
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议上作报告

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

视察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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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玉、苕模式

油菜模式

麦、花、玉、苕、菜(饲)模式
麦、椒、玉、苕、菜(饲)模式



地膜花生

地膜玉米

地膜棉花

地膜蔬菜

水稻旱育秧



东山镇l㈣}；年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东山镇l㈣()年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孔雀乡2()()()年以工补农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农业项目

回澜镇200(1年以工代赈农业生态建设综合治理项目

孔雀乡20∽年四川省优质水稻标准良田建设项目



20()：3耷：5月组建“乐至农技”农资连锁总部

涪j‘避皤‘j：；啕争』毒旷姥铃渣史?
2003年7月22—23日，全省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

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在乐至召开

2003年9月6日， “泰国农业部农药考察座谈会”
在乐至召开

乐至农技”农资连锁回澜门市

2004年2月lo—11日， “ⅡcA加强中国农技
推广体系建设项目成果推广研讨会”在乐至召开

2003年lO月22日． “J1cA加强中国农技推广体系
建设项目座谈会”的代表到东山镇区域农技站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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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县农业执法大队于20(10年10月
2：j日正式成立，图为成立大会现场

豳霆鬻箧鎏篓蒌銎兰遴鐾蓬

．鸯业热避大．队在街头。进行法律法规宣 农业执法大队对农资市场进行检查
传，教广大农民识别真假农资方式方法

农业执法大队队员在田间进行品种纯度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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