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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请有关专业人员各就本人所熟悉的方而以资料简编的形式，分

别就种植业、土肥、植保、林业、园艺、‘畜牧写成初稿，并印发到有

关科技干部手中广泛征求意见，以便纠错补漏，而后在修正补充

了的资料简编基础上正式编志。计先后编写资料简编等二十多种

约六十万字，于1986年冬呈报河南省史志编委会后，曾荣获省史

．，志资料二等奖，受奖者为参与编写人员共二十一人。．j． ，

’

本书计48章30多万字，限于字数各种研究只写结论性意见， ．

而研究过程一概从略。鉴于农业科研的特殊性，例如～个成果，

往往需多人多点多年反复进行才能获得，绝非一二人所能完成，

如只署一二人名字于每个成果后面往往与事实不符，因而决定每

项成果之前或后面只书写主持单位与协作单位，以便后人参考。

本书各项记载统计数字均按上级规定以统计部门数字为准。
7

所记各项内容均截止于1985年底，以求与其它志书一致。
7’

‘’人物志部分也按上级规定生人不立传的原则，。只记已故副研

以上人员i’中级科技人员只列表以便查考。研究员写小传，副研

写简介；党政干部按省编委规定分别记入省人物志。 一

、

本书取材标准突出一个‘‘用。字，凡在生产上起过作用的品

种或技术措施是本省创造的要记入，而从省外乃至外国引进者也

须说明以供后人了解。某项研究档案室有开题记载但由于人员伤

亡或调离未取得结果者一概不予记入。其它由于选题不准或试验

资料不真实者也不予记入．o 1．

由于本书编委同志对写志缺乏实践经验，加以水平所限，资

料虽曾多次向各方征求修改意见，但错误与遗漏之处恐难避免，

因此欢迎各方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以便重版时参考修正。。
‘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曾蒙省许多专家、学者、院档案室提供资

料帮助审稿特此一并致谢。最后希望本书在今后我国两个文明建

’设中能发挥参考借鉴作用。‘． j：“、 一 ．一r：
：

．，．一
． 。。、．o 作者．崔玉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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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史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1982年省直单位农口由当时

的农林科学院院长l型!违鲨!同志主持农业志的编写工作。由于内容
浩繁，非一个单位一二人所能胜任，后经建议对口编志，农口的

农业、林业、畜牧、水利、气象等方面的志书由各主管厅局自己

组织力量编写本部门志稿，省农科院负责全省农业科研系统志稿

的编写。省院党组决定由粮食所副所长崔玉华出面组织在省农

林界工作较久、阅历较多的张绍伦、时克信、白文田三位离退休

科技干部参与工作，组成地方志办公室，拟订出农业科研志篇

目，由院直及地．市、县所(站)，分别编写本单位史(志

际醯蛋福�谱骺ㄆ��员阈拗�

参考。最后编纂的农业科研志就是在各单位所写史料基础上进行

的。但院直各所由于课题众多，科技人员长期以来又分工很细，

各所大量资料很难由一二人执笔完成其整理编写任务，因此又组

织各学科各课题组负责人动手将本学科历史资料参照从院档案室

查抄的课题目录加以整理，分门别类编出资料简编，并就院内各

学科资料简编基础上将全省各地市、县所(站)有关资料汇总进

去，编出全省性各学科各作物的科研资料简编。如小麦、玉米、

棉花、水稻、高梁、谷子、红薯，大豆、油菜、食用豆、芝麻、

花生、土肥、植保、烟草、畜牧，林业等二十多种资料约六十万

字。1986年春天，各种资料简编编出后，曾分别印发到各所有关

专业人员征求修改补充意见多次。并于1986年秋按省总编室规定

约请各学科专家审阅鉴定，于1986年底呈报省史志编纂委员会审

评，获省级史志资料二等奖，获奖人员为所有参与资料简编的编

写人员共二十一人。‘b-L|}【_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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