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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安县以养猪为主的畜牧业，在省、市均占重要地位。一九八五年底，全县生猪存栏三十

匕万三千六百二十一头，比一九四九年的六万七千八百六十七头净增四点五倍，比一九七八

年增加百分之四十点四；出栏腮猪三十万。三千二百六十二头，比一九四九年的三万。五百

四十头净增八点九倍，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一点七倍。猪肉总产量(胴体)三千七百五十三万

斤，人平生产八十四斤，其中人平消费三十九斤、外销商品肉四十五斤。牛、鸡、鸦、兔、

蜂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一九八五年，全县牧业总产僖达到四千五百七十二万元，占农业总

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七点七倍，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二点五倩。

安县畜牧业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大发展的自然优势和广大的群众基础。在建国前，

由予社会铡度衰败，畜牧业不被重视。因此，历代IEi县志中，刘畜牧业记载甚少，更无专业

志书。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性政策和发展措施，使畜牧业得到

迅速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左刀的影响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因而发展不快，曾经

出现过马鞍形和徘徊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坚持大发展的

方针，健全和完善品种改良、饲养生产、防疫灭病和畜产品加工等服务体系，全县以养猪为

中心的畜牧业进入了全面的大发展的新时期，使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振

兴安县畜牧业，使之成为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科学化的现代化畜牧业。在县志编委的

领导和有关部门支持下，全局上下集中力量内查外调，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和珍贵资料，经过

整理核实，编纂成安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安县畜牧志》。这部志书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安县

畜牧业发矮的历史和现状，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以j}{j今后畜牧业

的更大发展。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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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畜牧局修志领导小组及工作人员名单

组长梁昌富 副组长赵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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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人员 邓明福陈有祥曹忠烈

撰写人员

概述赵宗富

机构沿革徐圣木

畜牧生产陈本辉邱长连

疫病防治 囡绪强谷学良贺仕国邓定坤李军校

经营管理赵宗富

人物志赵宗富

大事记徐圣木

杂记徐圣木

审稿杨光荣 陈本辉 豳绪强谷学良邓定坤

校对、谷学良 曾进友赵宗富梁星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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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根据畜牧局具有行政管理和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两种职能以及现代畜牧“三大体系纵

发展状况，编纂体例结构及内容，含安县畜牧机构沿革、畜牧生产、防疫检疫、兽医业务攒

术之改进；力求体现畜牧业品种改良、‘饲料生产、防疫灭病“三大体系扩，以确定篇章结

构，使之较有系统、较为完善。

二、编写时间；上溯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下限止于一九八五年。

三、涉及历史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处

理；近年的问题，统一于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为准绳。人物传记、简介，只列事实，不加评论。

四、年号、数字的写法，统一按《中宣部对文字，数字写法的规定》。

五、依照编志体例结构，逐篇循章按节编写，并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分类竖写。条块

结合，必要时附图表，录件，以求图文并茂，史志兼备，文字简洁，史证留真。全志共分一

述，七篇，共十三章，三十八节。附照片四帧，图表九十九张，文件附录六件。全志约孚十
七万余字。

六、由于过去的资料不全，所采集调查记录、口碑资料，难免无误，加之水平有限，遗

漏，错志之处，有待今后勘误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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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防疫政策、措施⋯⋯⋯⋯⋯⋯⋯⋯⋯⋯⋯⋯⋯⋯⋯⋯⋯一二⋯⋯⋯⋯⋯<99)

第三节群众防疫⋯⋯⋯⋯⋯⋯⋯⋯⋯⋯⋯⋯⋯⋯⋯⋯⋯⋯⋯⋯⋯⋯⋯⋯⋯⋯(102)

第四节预防注射⋯⋯⋯⋯⋯⋯⋯⋯⋯⋯⋯⋯⋯⋯⋯⋯⋯⋯⋯⋯⋯⋯⋯⋯⋯⋯(103)

第三章畜禽检疫⋯⋯⋯⋯⋯⋯⋯⋯⋯⋯⋯⋯⋯⋯⋯⋯⋯⋯⋯⋯⋯⋯⋯⋯⋯⋯⋯(107)

第一节民国时期⋯⋯⋯⋯⋯⋯⋯⋯⋯⋯⋯⋯⋯⋯⋯⋯⋯⋯⋯⋯⋯⋯⋯⋯“⋯’(107)

第二节建国以后⋯⋯⋯⋯⋯⋯⋯⋯⋯⋯⋯⋯⋯⋯⋯⋯·⋯⋯．．⋯⋯⋯⋯⋯⋯·?·(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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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输畜禽(蜂)裣疫⋯⋯⋯⋯⋯⋯⋯⋯⋯⋯⋯⋯⋯⋯⋯⋯”⋯··⋯··?⋯”：(115)

五、家畜疫病实验检验⋯⋯⋯⋯⋯⋯⋯“⋯⋯⋯·⋯⋯⋯“⋯⋯⋯⋯一”．．·Ioo⋯‘(、115)

第四章疾病治疗⋯⋯⋯⋯⋯⋯⋯”⋯⋯⋯⋯⋯⋯⋯⋯⋯⋯⋯⋯⋯⋯⋯“一⋯⋯√(‘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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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培训⋯⋯⋯⋯⋯⋯⋯⋯⋯⋯⋯⋯⋯⋯⋯⋯⋯⋯⋯⋯⋯⋯⋯⋯···“⋯(116)

_二、诊疗技术⋯⋯⋯⋯⋯⋯⋯⋯⋯⋯⋯⋯⋯⋯⋯⋯⋯⋯⋯·⋯⋯⋯⋯⋯⋯⋯”(】22)

三、查治耕牛血吸虫病⋯·⋯⋯⋯⋯⋯⋯⋯⋯⋯⋯⋯⋯⋯⋯⋯⋯⋯⋯⋯⋯⋯”(128)

第五篇经营管理⋯⋯⋯⋯⋯⋯⋯⋯⋯⋯⋯⋯⋯⋯⋯⋯⋯⋯⋯⋯⋯⋯⋯⋯⋯⋯⋯⋯(1 31)

第一章畜牧局经营管理⋯⋯⋯⋯⋯⋯⋯⋯⋯⋯⋯⋯⋯⋯⋯⋯⋯⋯⋯⋯⋯⋯⋯⋯(131)

第一节财务管理⋯⋯⋯⋯⋯⋯⋯⋯⋯⋯⋯⋯⋯⋯⋯⋯⋯⋯⋯⋯”⋯⋯⋯⋯⋯·(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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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曼、控耧购置⋯⋯⋯⋯⋯⋯⋯⋯⋯⋯⋯⋯⋯⋯⋯⋯．．．⋯⋯⋯w⋯．．．⋯一⋯⋯。<王32>

四、控制差旅⋯⋯⋯⋯⋯⋯⋯⋯⋯．．．⋯⋯⋯⋯⋯⋯⋯⋯⋯⋯⋯⋯⋯⋯⋯⋯⋯(|；33)

第四节工资、劳保、福利⋯⋯⋯⋯．．．⋯⋯⋯⋯⋯⋯⋯⋯⋯⋯⋯⋯⋯⋯⋯⋯一·(133)

一、工资⋯⋯⋯⋯⋯⋯⋯⋯⋯⋯⋯⋯⋯⋯⋯⋯⋯⋯⋯⋯⋯⋯⋯⋯⋯⋯⋯⋯⋯(133)

二、劳保⋯⋯⋯⋯⋯⋯⋯⋯⋯⋯⋯⋯⋯⋯⋯⋯⋯⋯⋯⋯⋯⋯⋯⋯⋯⋯⋯⋯⋯(134)

三、福利⋯⋯⋯⋯⋯⋯⋯⋯⋯⋯⋯⋯⋯⋯⋯⋯⋯⋯．．．。⋯⋯⋯⋯⋯⋯””⋯■·(1 34)

第五节基本建设⋯⋯⋯⋯⋯⋯⋯⋯⋯⋯⋯⋯⋯⋯⋯⋯⋯⋯⋯⋯”⋯⋯⋯⋯’．一(134)：

一、制药室⋯⋯⋯⋯⋯⋯⋯⋯⋯⋯⋯⋯⋯⋯⋯⋯⋯⋯⋯⋯⋯⋯⋯⋯⋯⋯⋯⋯(134)

‘二、办公及职工宿舍大楼⋯⋯⋯⋯．．．⋯⋯⋯⋯⋯⋯⋯⋯⋯⋯⋯⋯⋯⋯⋯⋯。(135)

三、饲料加工厂⋯⋯⋯⋯⋯⋯⋯⋯⋯⋯⋯⋯⋯⋯⋯⋯⋯⋯⋯⋯⋯⋯⋯⋯⋯⋯(135)

四、安县畜牧技术服务中心⋯⋯⋯⋯⋯⋯”⋯⋯⋯⋯⋯⋯⋯·⋯⋯⋯”⋯⋯⋯·(135)

第二章县畜牧兽医事业管理⋯⋯⋯⋯⋯⋯⋯⋯⋯⋯⋯⋯⋯⋯⋯⋯⋯⋯⋯⋯⋯⋯(138)

第一节县畜牧兽医联站⋯⋯⋯⋯⋯⋯⋯⋯⋯⋯⋯⋯⋯⋯⋯⋯⋯⋯⋯⋯”⋯⋯·(138)

．第二节畜牧服务公司⋯⋯⋯⋯⋯⋯⋯⋯⋯⋯⋯⋯⋯⋯⋯⋯⋯⋯⋯⋯⋯⋯⋯⋯(138)

第三章镇、乡畜牧兽医事业管理⋯⋯⋯⋯⋯⋯⋯⋯⋯⋯⋯⋯⋯⋯⋯⋯⋯⋯⋯．．．(139)

第一节经营⋯⋯⋯⋯⋯⋯⋯⋯⋯⋯⋯⋯⋯⋯⋯⋯⋯⋯⋯⋯⋯⋯⋯⋯⋯．．⋯⋯．(139)

一、治病收费⋯⋯⋯⋯⋯⋯⋯⋯⋯⋯⋯⋯⋯⋯”⋯⋯⋯⋯⋯⋯⋯⋯⋯．．．·⋯o(139)

二、看槽保健⋯⋯⋯⋯⋯⋯··⋯⋯⋯⋯⋯·⋯⋯⋯⋯⋯⋯⋯⋯⋯⋯⋯“⋯·⋯⋯(139)

三、畜病合作防治⋯⋯⋯⋯⋯⋯⋯⋯⋯·⋯⋯⋯⋯”⋯⋯⋯⋯⋯⋯⋯⋯⋯⋯⋯(141．)

四、技术联产⋯⋯⋯⋯⋯⋯⋯⋯⋯⋯⋯⋯⋯⋯⋯⋯⋯⋯⋯⋯⋯⋯⋯⋯⋯⋯⋯(1 42)

第二节管理⋯⋯⋯⋯⋯⋯⋯⋯⋯⋯⋯⋯⋯⋯⋯⋯⋯⋯⋯⋯⋯⋯⋯⋯⋯⋯⋯⋯(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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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县位予四川盆地西j匕边沿，龙门山脉中段，与成都平原接壤。地处北纬31。227至

31。477，东经104。05 7至104。387。东连江油、绵阳；西接德阳、绵竹；北与4bJii、茂汶毗

邻。县之西北，草木繁茂，山峦重叠，岩悬沟深，气势雄伟；县之东南，地势开阔乎坦，土

沃田良，沟纵渠横，浇溉便利，素称“鱼米之乡"。全境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山、丘、坝

俱备。海拔高度山区为八百至一千二百米之问，丘陵六百米左右，平坝五百五十米左右。幅

员面积一千四百。四平方公里，计二百一十万六千市亩，其中低，：产山区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一

七，丘陵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八，坝区占百分之十九点一。

一九八五年，全县辖七镇、十三乡，二百七十三个村，二千七百一卜五个村民小组。四
十五万二千二百人，十一万五2产户。其中，农业户十万五千八百户，农业人口腰十一万五千

四百人，占百分之JL-I—。点八。全县发展畜禽专业户一：f二百四十六户，重点，r一千。六十

八户，共二千三百一十四户，占总农户盼日分之二点二。

安县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宜牧宜农，盛产粮油，饲料充足，牧舀芏丰盛，畜禽品

种繁多。在动物九百二十五种、一千多个品系中，饲养动物有二十种、五十一个品系。其

中，猪、鸡各七个品系，牛五个品系，马、羊、鸭、鹅、蜂、兔等各两个品系。为发展本县

畜牧业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县内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温度十六点三度。七月最热，均温二十五点七度；一

月最冷，均温五点七度。历年极端高温三十六点五度，极端低温零下四点八度。无霜期平均

三百天，年均日照一千。五十八点七小时，大于或等于零的积温五千九百五十七点七度，可

谓夏凉冬暖。具备了发展畜牧业的良好环境。

本县位于川西鹿头山暴雨中心，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水量为一千二百六十一毫米，十

之八九的年份降水量均在一千毫米以上，雨量多、年际变化相对较小。时阎、地区分布不

均，丘坝区雨。日一百六十二天，降水量九百至一千毫米；山地区雨蜀为一百九十二天，降水

量为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毫米。年均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五。有利于农、林、牧、副、渔全

面发展。

县境内主要河流有两条：一是发源于高川乡高川坪的千河子，流程六十七点五公里，入

德阳凝水河；二是发源予千佛山茶坪猫儿沟的茶坪河，与==ILJ'I的苏宝河汇合于安昌镇为安昌

河，流程一百二十六点三公里进入缡阳涪江。小河溪流，沟渠塘堰，纵横交织，既是农牧业

之命脉，又为间接传播疫病之来源。

建国前安县交通闭塞，建国后已建成各型公路二十四条，沟通县内外各地，但疫源也附

此入侵。为此，今后须进一步力§强交通运输检疫。
’

安县牧草成片，植物界有八百一十四种，一千一百三十七个品系，人工栽培饲料作物五



科、八种。大多分布在林木葱笼，竹翠草茵之西北地带。一九A．--年调查，全县有各类草山

林地八十六万五千五百五十五点七亩，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一，为山地草丛类草场，以豆

科、禾本科为主。据抽样测定：平均亩产饲草八百五十斤，全县年产饲草二点八亿斤。现尚

有荒山草坡十八点三万亩未开发，有的地区虽已利用，其利用率极低，惜满山绿草茵茵，惟

岁岁一枯云。

安县畜牧兽医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史可证。但纵观历史，略可溯源。殷商己“倡畜舍

饲，，，春秋始役“牛耕用犁"，品种改良盛刘汉，“蛮土骏马"载李唐。至于兽医则始于西

周，唐宋医牛之术已传于民间，清代畜牧兽医已初具规模。但是，封建王朝，历史局限，迷

信愚民，科学不兴，以畜禽为“神遣天赐"，视兽医为“雕虫小技"，故史乏专著，更少遗

书。安县乃偏僻小邑，古代畜牧兽医状况，均无记述。清、民近两百年虽有几部县志，有关

县内畜牧兽医状况也仅有常见l品种，屠宰税捐。稍有记述，则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县农业推广所建立之后。民国三十一年，安县猪瘟猖獗，县长严树勋电请省农推所派员来县

扑灭疫病；民国三十六年，有开明乡绅、安昌镇农民福利社，安县新安农场费力引进畜禽良

种和禽蛋，安县始有品种改良。

然而，县政府虽有执掌畜牧之行政、业务机构。但畜牧业之发展数量、规模，却少有记

录，即使兽疫防治，也鲜有切实措施。从民国三十年至解放，九年有余，猪、牛瘟严重流行

六次，经多次呈请，省农改所派员来县预防注射的仅有两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下简称建国后)ri二f共安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一手抓生

产关系的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一手抓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机构，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大

力发展畜牧业，使畜牧业日趋成为安县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成为本县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份，这是物质文明之先决条件和基础。

在土地改革以后，一九五二年县人民政府领导和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团结互助，迅速恢

复和发展生产。当年粮食产量达一点九亿多斤，饲料用粮一千六百六十一万斤，占百分之七

点九三。当年政府始用于发展畜牧业的事业费四千三百五十六元。这年，牧业产值达八百五

十一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点一，畜牧业有了初步的发展。

一九五三年，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号召农民走集体化

道路。至一九五五年，安县已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百四十三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百

分之十一点一二。一九五七年，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六百七十八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

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二七，实现了农业合作化。随着农业的大发展，牧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一九五七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中畜牧业用粮一千七百多万斤，占百分之六点六一。+牧业产值七

百O八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点二。国家用于发展畜牧业经费五千五百二十三元，

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点八。畜禽数量也随农业丰收而增加。生猪年末圈存十三万

余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出栏肥猪四万余头，出栏率百分之四十二点

六。耕牛二万O一百七十五头，羊七千八百五十一只，鸡三十一万八千五百二十三只，鸭九

万九千八百五十八只，鹅二千五百O七只，兔五千O一十九只，蜂三千O五十六群。畜牧业

发展较快。

．～九五八年十月，开展“大跃进矽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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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人民公社。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积“共产风’’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挫伤了广

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畜(禽)饲草(料)减少，强调深耕，过度使役，耕牛体力衰

弱，畜牧业受到严重损失。一九六一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同一九五七年相比，下降百分之三

十九点八；畜牧业产值为二百八十万元，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弱百分之七点六。‘

年末猪只圈存六万八千一百九十七头，下降百分之四十八点八；出栏肥猪七千七百五十六头|j

出栏率下降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小家畜禽数量减少，尤为惊人，圈存鸡二十一万八千余只，

比一九五七年下降百分之三+一点五，鸦下降百分之三十六点五，蜂下降百分之舀十西点

三。农业人IZl人平占有肉食量，由一九五七年的十一斤，下降为一九六一年的四点九斤，下

降百分之四十四点五。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诵整，现固、充实、提高移的方针，

一九六一年夏季后，全县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的决定草案》，即“十二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纠正了

矗一平二调’’，畜禽饲养实行“公有公养，公有私养，私有私养，私养为主，公养为辅万的

方针，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牧业生产也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九六六年粮食总

产量恢复到二亿六千万斤，用于饲料的粮食为五百五十余万斤。当年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

的比重上升到百分之十六点四。畜牧事业经费上升到三万二千元。猪只国存十六万一千七百

=十六头，比一九六一年增长一点三七倍，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四；耕牛年束

存栏二万三千八百三十五头，比一九六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点四。出栏肥猪七万六千二百三

十二头，出栏率达百分之四十七，比一九六一年上升百分之八十二点三，比一九五七年增长

百分之九点四。小家畜禽也成倍增长。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六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严重地破坏了党在农

村的各级组织和各项政策，对家禽家畜实行限制饲养，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

尾巴来割，使生产力受到压抑，牧(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十年来，粮食总产量仅增长百分

之十五点六，畜牧业产值也才只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八。但畜牧事业费由一九六七年的三万八

千七百四十一元，增到一九七六年的八万四千元。而畜禽数量却不同程度地下降。一九七六

年与一九六六年相比，大牲畜下降百分之七点七；羊下降百分之二十二；生猪年末存栏数虽

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二，但肥猪出栏率却下降百分之九点七一。农业人IZl人平食肉仅增加零

点三斤。 、

一九七六年秋，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直到一九八五年。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十

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拔乱反正，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实行“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全县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两个重要文件。推行各种形式的农牧业生产责任制，

调整生产关系，扩大自主经营，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大力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充分调

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畜牧业生产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一九八五年粮食总产量比一

九七六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三点六，牧业产值比一九七六年增加三千三百三十七万元，九年

中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六点九。畜牧业在农业中所占比重，一九八五年为百分之二十六点

七、，比一九七六年上升百分之十一点兰。畜牧事业经费比一九七六年增加二万七千六百竞一



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三点三六。生猪年末存栏数、出栏率分别比一九七六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

点九、+四十四点三，鸡比一九七七年翻了一番；羊五百。九只，比一九七六年减少二千八百

二十只，下降百分之八十四点七，鹅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农村人

口人平占有肉食蹙一九八五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四点七倍，达到三十九斤，比一九七六年人

平十二点三斤增长百分之二百一十七。

三十六年来，安县畜牧业的发展经历了曲折道路，但成绩是主要的。经验表明：在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畜牧业必须适应不同地区的生产力

水平。这样，畜牧业就上升，就发展。反之，就下降，就倒退。

县畜牧局担负着全县畜牧的行政管理、畜牧发展和疫病防治工作。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畜牧局的机构设置曾进行过多次改革，通过改革，使农、牧系统的分工更加明

确；畜牧局内部的各专业站、室更加健全，领导力量和技术力量日益增强。蓟一九八五年，

畜牧局内部组织机扮设置有“两站，一室"，即畜牧站、兽医防疫捡疫站和办公室。全腰人
员由一九五。年的一人(不包括未组织起来的民间兽医七十九人)增加到一百九十三人(包

括乡镇畜牧兽医站、畜禽品科t改良站)。其中行政干部一人，技术干部十九入，工人四人；

集体所有制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一百六十九人。在十九名技术干部、一百六十九名乡镇畜牧

兽医技术人员中，已授予畜牧师、兽医师职称的各一人(均属畜牧局)；授予助理畜牧兽医师

职称的有二十二人，其中，畜牧局一人；授予畜牧兽医技术员职称的有九十六人，其中畜牧

局二十人(其中县局调出八人)食品公司二人。全县畜牧系统共计一百一十人，占畜牧兽医

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

三十六年来，县畜牧(农业)局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了职能作用，在推

广畜牧科学技术，普及畜牧科技知识，引进、繁殖和改良畜禽品种；建立、完善各种畜禽饲

养管理责任铡；扶持发展畜牧专业户；防治家畜家禽疫病；以养猪为中心，促进了猪、牛、

羊、鸡、鸭、鹅、兔、蜂全面发展，为发展畜牧生产作出了贡献。

三十六年来，县畜牧部门常年坚持办训练班，函授讲座，现场讲授，培训了专业技术骨

干六千四百七十九人次。其中，镇乡畜牧兽医人员四千九酉四十六人次，赤脚防疫员一千五

百三十三人次。此外，还有经农民业余学校、农民技术学校短期培_lIiI，使之箭掌握一般畜牧

基础知识的公社干部，业余学校教师、专业户一千／＼百二十一人次。这是提高安县科学养畜

水平，发展现代化畜牧业的一支雄厚力量。

一九八五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四亿八千万斤，生猪年底存栏达到三十七万多头，当年出

肥猪三十万三千三百头，出栏率达百分之八十一点六；养鸡八十三万多只，全县人平券鸡一

点九三只；鸭九万余只。牧业产值因千五百七十二万元，占农业总产值一亿七千一百二十九

万元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与一九四九年比较，粮食增长二点八倍，生猪存栏增长四点五

倍，出栏率提高百分之三十六点六。是“六五"期阊全省生猪出肥魏一番的十个县之一。

鸡、鹅、兔、蜂分别比一九五O年增长二点六六，十二点六，五点七，零点二七倍。其发展

速度之快，增长幅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在党的十一屠三中全会路线、方钎、政策指引下，全体职工坚持改革，为全面发展安县

畜牧业进一步搞好本职工作，为振兴安县畜牧业贡献一切力量。全县畜牧生产的发展，B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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