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_

r

l■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

’≯j
～：。



／



号

司

刷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审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大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李永金

怀忠民

巩其庄

周元仿

阎承琦

刘文健

崔亚萍

贺 曼

宋德福

孙福伟

张 中

洪文成

单文俊

王佩平

王乃波

徐国臣

于仁国

钟善恩

李尚华

王义奎

邢良忠

谭积斌

汪集刚

李 伟

《大连市志》编辑人员

怀忠民贺曼

王佩平

李伟王万涛

(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守金

张继先

吕功效

王新民

王万涛

周大新

孙吉春

曲晓飞

刘德成

刘镇伟

丁晨曦 王万涛 刘志民 刘学胜孙凯旋 杜 宏

邹素勤徐杰温明成

《大连市志·粮油作物志·蔬菜志·水果志·

畜牧业志·农机志》

责任主编 刘学胜王万涛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审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大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李永金

怀忠民

巩其庄

周元仿

阎承琦

刘文健

崔亚萍

贺 曼

宋德福

孙福伟

张 中

洪文成

单文俊

王佩平

王乃波

徐国臣

于仁国

钟善恩

李尚华

王义奎

邢良忠

谭积斌

汪集刚

李 伟

《大连市志》编辑人员

怀忠民贺曼

王佩平

李伟王万涛

(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守金

张继先

吕功效

王新民

王万涛

周大新

孙吉春

曲晓飞

刘德成

刘镇伟

丁晨曦 王万涛 刘志民 刘学胜孙凯旋 杜 宏

邹素勤徐杰温明成

《大连市志·粮油作物志·蔬菜志·水果志·

畜牧业志·农机志》

责任主编 刘学胜王万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审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大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李永金

怀忠民

巩其庄

周元仿

阎承琦

刘文健

崔亚萍

贺 曼

宋德福

孙福伟

张 中

洪文成

单文俊

王佩平

王乃波

徐国臣

于仁国

钟善恩

李尚华

王义奎

邢良忠

谭积斌

汪集刚

李 伟

《大连市志》编辑人员

怀忠民贺曼

王佩平

李伟王万涛

(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守金

张继先

吕功效

王新民

王万涛

周大新

孙吉春

曲晓飞

刘德成

刘镇伟

丁晨曦 王万涛 刘志民 刘学胜孙凯旋 杜 宏

邹素勤徐杰温明成

《大连市志·粮油作物志·蔬菜志·水果志·

畜牧业志·农机志》

责任主编 刘学胜王万涛



《大连市志·粮油作物志·蔬菜志·水果志·

畜牧业志·农机志》编纂委员会



《大连市志·粮油作物志·蔬菜志·水果志·

畜牧业志·农机志》编纂委员会



序

冉

盛世修志。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也是藉古鉴今惠及子孙的

千秋大业。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编纂《大

连市志》，准确记述大连地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及现状，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弘扬

民族文化，为爱国主义提供乡土教材，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历史借鉴，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大连市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港口、工业、贸易、旅游城

市，是东北地区的门户、对外开放的窗口。在1日中国，大连曾经遭受长期的苦难。

自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以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大连便成为沙俄帝国主

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觊觎的目标。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甲辰战争，大连先后沦

为沙俄和日本殖民统治长达47年。这期间，大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领导

下，面对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出壮

丽的历史篇章。1945年8月，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历史性胜利，大连重新回到祖

国怀抱。在解放战争中，大连地区作为特殊解放区，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

赢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大连人民充分发挥

聪明才智，以主人翁的姿态，医治殖民创伤，经过50余年的艰苦努力，将大连建设

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和基础、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大连市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工业、农业、对外经济贸易、交通运输、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及旅游事业蓬勃发展，城乡建设日新月异，社会主义民

主与法制建设日趋完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得到改善。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

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过失误和教训。编纂地方志的目的便在于以史为鉴，服务

当代。只有认真地总结过去，才能更好地建设未来。根据国家的统一要求，在中共

大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大连市自1985年开始进行市志的编纂工作，至今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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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度寒暑。经市有关部门、单位通力合作，众多修志工作者辛勤努力，《大连市

志》各分志的编纂工作将陆续完成，并组卷相继出版，与全市人民见面。

《大连市志》是大连历史上第一次按照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的地方志

书，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卷帙浩大，内容翔实。《大连市志》坚持思想性、资

料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全面记述大连地区自鸦片战争至1990年一个半世纪

的历史变迁，《大连市志》的付梓问世，将为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和研究大连提供参

考，为把大连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城市做出贡献。

受编纂水平和历史资料的限制，《大连市志》难免有纰漏和谬误之处，欢迎专家

学者和广大读者教正。

大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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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为了记录历史，总结经验，服务当代，惠及后人。作序是一件很神

圣的事情，应该请那些经历沧桑、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执笔炙论。本书编委同志请我

作序时，曾推辞再三，觉得自己资历尚浅，难当斯任。但市农村经济发展局一再反

复要求，我这才意识到，毕竟已过知天命之年，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归入“老同志”序

列了。

作序易，写志难。这本大连地区首部农业志书，全面记述了自鸦片战争到20

世纪90年代初，一个半世纪以来大连农业经济的变迁，既涵盖了粮油、蔬菜、水果、

畜牧、农机等各方面的珍贵史料，又清晰地勾勒出大连农业发展的历史脉络，既有

史海钩沉，又有据实纪录，既有完整的引征，又经过编纂者的精心搜剔。

巨大的历史跨度，开放性的编纂体例，严谨的治史精神，决定了这是一部关于

大连农业发展历程的最丰富、史实最可信、信息最权威的著述，因而其编纂工作也

就成为一项最为艰苦、浩繁的工程。本书的编纂已历经了十余个春秋，先后有几十

位作者参与，全市十几个部门的老专家、老同志为其提供素材。编纂者们披阅群

书，查阅了浩瀚的历史、档案资料，凡涉及大连地区农业各项事业的内容无不有所

涉猎。为了确保史料的可信性，他们走遍了大连的山山水水、城镇乡村，不放过任

何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并集之大成。这部志书付梓问世之际，有的作者已鬓发染霜，

有的积劳成疾、缠绵病榻，有的已与世长辞。

翻开这部凝聚着编纂者心血的志书，我在农业战线经历过的或人或事又跃然

浮现在眼前。大连历届市委、市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始终把“三农”问

题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坚持常抓不懈。我市农村广大基层干部、广大农民群

众，筚路蓝缕，任劳任怨，为建设美好家园，为创造幸福生活奉献青春、挥洒汗水，取

得了辉煌的业绩。家乡的山越来越绿了，家乡的海越来越蓝了，家乡的人越来越富

了。历尽沧桑的辽南大地上，留下多少创业者的艰辛和奋斗的足迹，又留下多少动

人的故事和美丽的传说，特别是近些年来，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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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施建设“大大连”的大农业战略，大连农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农业产业结构

进行了历史性的调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规模崛起，现代农业园区蓬勃发展，

科教兴农蔚然成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轰轰烈烈，农村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外资纷

纷涌入抢滩。从山区到平原，从农村到城市，从历史到今天，大连农业发生了从未

有过的巨大变化，四季鲜蔬不断、佳果常新、牛羊肥壮、鲜花盛开，海珍品驰名全国、

享誉世界，呈现在人民面前的是一幅山川秀美、生活幸福的锦绣画卷。全市300万

农民思想解放，精神振奋，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正在描绘着文明富裕、实现现代化

的宏伟蓝图。

几十年恰似弹指一瞬间，而我们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经载入了史册。在

此，我向本书的编纂者们，向那些在成书过程中提供过帮助的同志们，向所有为大

连农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发展到今天，大连农业已经进入了加快实现农业

现代化、建设“大大连”农业的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重大战略决策，为大连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时代充满生机、活力与希

望。希望为大连农业发展辛勤耕耘的同志们，认真研读这部难得的“教科书”，总结

经验，面向未来，扎实工作，深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让我们今天的奋斗历

程，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肌父支
2003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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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真实地记述大连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

统一。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志为主，志、记、述、传、图、表、录、照片诸体并

用。

三、本志由近70余部分志组成。分志之下设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根据

分志内容，组卷出版。

四、本志记述内容上限自1840年，下限截止1990年(部分分志下限延至2000

年)。为追本溯源，综述始末，部分分志以记、述的形式适当上溯。本志本着详今略

古、经世致用的原则。努力反映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五、本志所用数字、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联

合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

和符号方案》的要求书写。所用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采用中国历史纪

年，夹注公元纪年，其中民国纪年视语言环境灵活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文中所记数字以各级统计部门核定数据为准。

六、本志涉及的历史各时期政权、职官名称，沿袭历史习惯称谓；地理名称，视

具体情况在旧称后夹注新称或在新称后夹注旧称；机关、团体、部门名称，首次出现

时用．全称并夹注简称，再次出现时采用简称；人物名称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

7。七’沐志遵循不为生人立传的原则。人物志不以职务高低为选录标准，入志人
物以本籍为主，兼收对大连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客籍人士；其他分志以事系人不受

此限。

八、本志收录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文中如无其他注释，所及“解放前”指1945年8月22日以前，之后为“解放

后”，“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之后。

十、本志卷帙浩繁，内容涉及百科，采用统一凡例难以概全，故在部分分志增设

编辑说明，以晓事理。



·2· 大连市志·粮油作物志·蔬菜志·水果志·畜牧业志·农机志

编辑说明

一、《大连市志·粮油作物志·蔬菜志·水果志·畜牧业志·农机志》均是《大连市

志》的独立分志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余年里，随着生产的发展

和社会的变革，农业管理机构曾数次分合。故上述五部分志合订一卷出版，以方便

阅读和使用。

二、农业所有制形态，是农业经济的重要记述内容，故在《粮油作物志》中设“农

业体制”章，集中记述土地制度；在《水果志》、《蔬菜志》、《畜牧业志》和《农机志》中

设“管理体制”章，重点记述所有制形式和经营管理，以充分展示农业体制对农业各

项事业发展的影响。

三、农业经济中还应包括乡镇企业、水产业、土地和水利事业等。由于上述四

部已单独立志、独卷出版，故本卷中不合《乡镇企业志》、《水产志》、《水利志》和《土

地志》。

四、由于农业各项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行不同的管理体制，本卷五部分志在

记述内容上有不同程度的交叉。为保持农业各项事业历史发展过程的完整性并力

求揭示其发展规律，本卷力求避免出现机械性重复，允许合理交叉。

五、本卷中所记的农业劳动力，含粮油种植、蔬菜、水果、畜牧、农机、水产、水利

各业的劳动力。故只在《粮油作物志》中记述，其他专业志不再分别、分项记述。

六、本卷由五部分志合卷出版，故只在卷首置大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名单和

《粮油作物志·蔬菜志·水果志·畜牧业志·农机志》编纂委员会名单及序、凡例和编

辑说明。分志只设隔页和分志编辑人员名单，目录之后即接正文。

七、本卷在卷末设编纂始末，通记五部志的编纂过程，各分志不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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