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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1年5月23日凌启鸿尉省长率各市负责人参观

汜水镇复兴村小麦百亩丰产方

1 981年8月30日扬州市委书记曹鸿鸣、副书记姜永荣、

吉宜才参观石桥乡三合村杂交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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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87年8月3 0日扬州市委书记曹鸿呜、副书记姜永荣和

宝应县委书记姚佩伦考察汜水镇复兴村棉花丰产方

水泗乡鹅村村荷藕丰产方

l g 7 5年5月上旬扬州地区和

县科技人员考察天平公社槐树大

队油菜丰产方





序

越民以食为天静。宝应白属代属美地开强，历经两千多年变革，

i：．?民生许的种植业乃邑内经济之基础。明清以后，外强入侵，羊、涝、

溲警翘作为害，加之地租、官授的双重压迫，人民处于术深火热之中。

1 9{99-帮申国成立以后。农业生产得以复苏和发展，特剐是1 978年中

圆共产党第十，一属三中全会以来，农亚控济连入了新的历史发展对期，

成为垒国商品藏基地县之一，人民初其温饱，正图富足，部分农副产

嚣转销往国内部分省、市外，还远渡重洋，出口B本、西欧等毽家和地

区。总结过去，穗导当夸，造福后代，乃謦《宝应县农业惠》之本旨。

《宝应县农业惠》燕襁据宝应县地方惠编篡委员套的要求，按照

螺乔未同志提汝‘；新观点、新方法、新精辫的“三瓣挣指示编篡的专

照志。编者借鉴舞史，像嚣太量的支实，去粗晟精，去伪成真。较会

惫地日顾和总结了1 9恿9年以来农娃的历史和现状，本着。详今略古、

立足当代、爨首过去、放眼未来’’的原戤，重点记逮了l 049年以后，

从传统的“靠天吃饭”的自然农盐经谤，遂步向瓣学择街农巫经济的

发展历程。绽者从农业区越、耕作铺度、作物品种、土壤改良、裁培

菽术等各个方面，较全面地记述了广大农民、各级农盐干部和农鼗辩

技工作者，在振兴宝应农业经济申努力辨搏、艰苦翎韭的业绩，展现

了一幅迈向新的历史时期的光明前景，增强了人们连一步振兴农韭经

济的信心和凌心，给后来者以鼓舞和力量。

在《宝应县农业惑》编写过程申，得瓢了上圾部门的热心指导，

许多曾服务于农业工作中的领导、辑技工作者和热心宝应农业的再志，

】



冷掌毫砖叠薹羹纂了失量酶支并l I多II,羹夤111毫、基蜃囊量辨技冀

位和考美卑门爵一鑫，蠢予尖力1支砖和帮劫；展摹本惑It,’薹工诈的人

羹。遣力协诈，儿燕易端，辫竞搴冀，值北《裳藏姜袁亚惑》成书之

时，向拖们衷录衷心曲患鬻}

盛管謦惑，蘑案蔗中攀民蓑妁优良传统．《宝庶县农业轰》成书，

乃邑；ll之蓄镧，惠书凌，乃感有审捩等不当之处，敏蒲社套备莽予以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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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系《宝应县志》丛书的分册，是农业领域的专业志书，

重点记述以种植韭为主的现代农业。对大农业概念的林、牧、副、渔．

另有专志详载。

二、记事的时限，大体为l 91 2一l 989年，部分内容作了必要的上

期和延伸，以保持史实的莲续性和完整性。

三、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力求行文规范，严谨朴实，简洁流

畅，重在记述，寓论点和褒贬於记述中。

四、垒志编排设概述和专恚，篇首有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

蔷末有附录和缡后记，专志结构设章、节、目三个层次，依事横排，

按时纵写。为避免重复繁琐，凡有错综交叉之内容，一律从简略述。

五、采用记、志、录、图表、注等综合体裁，图表分附于各章节

中。

六、纪年，前代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均以公元记年。

七、垒志材料，大部录自省市县档案资料和县农业局科技档案室

的文字资料，少部分为回忆录及口碑资料。

八、字体用1 9S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的简化字，数

字除某些惯用汉字表示外，均用阿拉伯数字。

九、计量单位仍沿用习惯通用的市制。

十、文中有些内容，需要加以说明的，悉在文后加K附栉或“注修，

以补足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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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县治沿革

宝应古为吴地。吴亡属越，越亡属楚，楚为秦并，自秦以后． 县

治建置，历经变革，两汉时，县境自东而西。置射阳、平安、东阳县。

塑国时，战福致百姓漉亡江南，三县俱荒废。两晋时，射阳、东阳县

发立，平安并入射阳。南齐设太清、安宜、丰冒、永阳县，梁废四县，

置安宜和莒县·北周又设安宜和石鳖县。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始统

p为安宜县。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子安宜置沧州，领安宜县。 唐肃

宗上元三年(762)．子安宜获定国宝玉，传位于代宗， 改年号为宝应

元年，安宜县遂改称宝应县。寒时属淮南东路楚蝴，南宋理宗宝庆三

年《1 227)。升为宝应州，后又升为宝应军。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 279)

改设安宜府，元二十年废府为县。属淮东道高邮州。明、清两代，宝

应均属扬州府．民国元年《1 91 2)属淮扬道第九、第四行政区，十一年

《1 922)属江苏省第九、第七专署。】948年底宝应解放后兜属苏皖边区

二专署。后属苏北行署泰州扬州专区，．1 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体制，

宝应属扬州市。

县境行政区划，曾有过多次调整。1 988年来，共有2S个乡， S个

县属镇，6个场嗣。43毒个村委会，22个居委会，5092+村(居)民小组，

总户效25．6万户，总人口87．94万人，总劳动力33．54万人，其中农业

户22．23万户，农业人口79．65万人，农业劳动力27．毒7万人。 农业户

占总户效的86．6％．农业人13占总人口的90．57％， 农业劳动力占总

劳动的70．68，‘．占农业人口的34．。2％。与1 949革相比，总户鼓增加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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