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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主要记叙新中国成立到一九八三年底之间全县的科
、

技工作，在有必要进行对比时，t追述了解放以前的史事。
●

二、本志共分八章二十四节。以记叙为主，除主要用文字外，

辅以图表，以达到能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和现状的部份史实。
●

三、本志列表公布的奖励科技项目，系县以上各级政府奖励并

颁发了奖状的科技项目，不含各有关部门奖励的项目．

四、由于部门工作职责的关系，故本志只含自然科学技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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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山川秀丽，开发悠久。世世代代勤劳，勇敢的巴中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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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施展聪明才智，从事社会生产，不仅创造了

’璀灿的文化艺术而闻名遐迩，而且形成了有一定特色的以种植(种

植有水稻，小麦，玉米，红苕、棉花、蚕桑、白腊、药材：油桐、

柑桔等五百多种粮食和经济作物)、养殖业(养殖业有牛、羊、猪．鸡、

鸭、鹅，兔等二十余种家畜家禽和十多种水产)为主的传统农业经

济，为自己创造了优美的生息环境。然而，旧中国历代统治阶级

残酷压迫剥削人民，更鄙薄科学技术，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

巴中与全中国无异，科学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县内除传统的农业

生产技术和落后的酿造、造纸、制墨、石印、丝棉纺织、竹，草编

织、鞭炮焰火、铁木石匠作业等方面的民间手工业技术外、，几乎与

现代科学技术绝缘．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精励图治，依靠科

学，振兴经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使我县科学技术事业蓬勃发

展．科技管理机构和科技试验、示范，推广体系逐步建立健全，科

学普及广泛开展，科技信息网络初步形成，科技成果得到大力引进

推广应用。科技队伍壮大了，截止一九八三年底，’全县自然科技
7

人员已达2004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66倍．已取得获奖科技成果

I 2 3项，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建立，农作，植保、品种改良、改土

施肥、农田水利，农业气象、农业机械、农付产品精深加工、畜牧

3



兽医、林业、水产、农业区划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和装备的不断引进，

推广，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迅速转变。电力、电子、 动

力，机械：食品、酿造、缫丝、纺织、皮革、造纸、建筑、建材、节能等

方面的科学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县内工业的发展。我们依靠县内技

术力量和装备，已能勘测、设计、安装调试、管理运行单机容量为

3000珏的水电站；已能设计制造齿轮．、变压器，l o千伏电力载波

通讯高频阻波器等技术要求较复杂的工业产品；已能设计建造功能

较多的十层左右的各类建筑物；罐头、生丝、棉纺、日用化工等产

品远销国际市场；食品、饮料、皮革、针织、轻工机械等产品在国

内市场赢得了信誉；邮电、广播电视、文化、教育、医药卫生、计

划生育、成人文化、技术教育等事业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石上也取

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巴中县科技志》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三十五年来我县科

学技术进步在各行各业客观反映的简要记录。它作为历史，既雄辩

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社会主义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

技术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得到更大更快地发展，也必将为全

县人民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激励我们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有

关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依靠科技进步，

全面振兴经济，实现2000年国民经济总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这就

是我们编写《巴中县科技志》的目的。

本志系通过走访，座谈、查阅档案资料，取得第一手素材后，

认真加以考证、分析，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编写而成。结构上，按

县内国民经济涉及的主要科学技术专业条目分类撰写，使读者能够

概略地了解各专业生产技术在县内发展的历程和水平。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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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承蒙各级各有关单位领导和科技人员

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帮助，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

我们虽有编写好本志的愿望，但由于水平不高，时I'．-1紧迫，加

之条目涉及的专业技术范围较广，资料收集不完整，因此无论在技

术内容、篇章结构、文字叙述上都必有不少疏漏和错误，请读者批

评指正，并望今后续编《巴中县科技志》时给予补正．
’

一九八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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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员

党的腐败政治，严重地窒息科学、教育

。一九四九年，巴中县仅有大，中专毕业

奇章中学、恩阳中学、玉山中学(私立)

任教，少数在伪县政府建设科、测候所(气象)、卫生院做事。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极其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大

力办学，培养人才。五十年代后期，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陆续分配来

县(多为教育卫生专业)．六十年代后期分配来县更多，理、工、

农、医各类专业都有，并逐年引进一部份科技人员，县内自然科学

技术队伍得以不断壮大．

一九七八年普查：金县共有全民所有制自然科学技术人员930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24人，农林技术人员139人，卫生技术人

员3 68人，教学人员162人，科研人员8人．不在岗的科技人员129

人。集体所有制科技人员l 88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8人，农业技术

人员2A，卫生技术人员178人．

一九A---年普查：全县共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l 872人，其中工

程技术人员2 50人(含工程师1 6A，助理工程师75人，技术员67人)，

农业技术人员1 80人(含农艺师7人，助理农艺师48人，农技员3 5人)，

卫生技术人员632人(含主治医师l o人，医师1 35人，医护士487人)．

按文化程度分类，这支科技队伍中，高等学校毕业生467人，相当

者45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者1071人，相当者63人；高中毕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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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6人；初中毕业以下90人．，

一九八三年底登记在册，全县共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2004入．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306人(含工程师20人，，助理工程师86人，技术

员1 22入)，农业技术人员21 7人(含农艺师lo人，助理农艺师52

人，农技员82人)，卫生技术人员737人(含副主任医师2人，主治

医师8人，医师I I 7人，医护士481人)，教学人员744人(含中学

教师725人)。工程、农业科技人员中有技术职称者的文化程度分

类；工程师：高等学校毕业者l3人，相当者1人，中等专业技术学

校毕业者5人，高中毕业者1人．助理工程师：高等学校毕业者60‘人，

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者I 9A，，高中毕业者2人，初中以下4人。技

术员：高等学校毕业者I oA，相当者1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者

87人，高中毕业者3人，初中以下2 1人．农艺师：高等学校毕业者

5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者5人．助理农艺l师：高等学校毕业

者23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者22人，．高中毕业者3人，初中以

下4人。农技员：，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者58人，初中以下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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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科技管理及研究机构

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县内可视为科学技术机构的只有一测候

所，和膏农业推广所一．“测候所’：设于一九三六年(民国25年‘，所

址在现县政府后院)，隶属于国民党巴中县政府建设科，有初级气

象技术人员2名，设备只有百叶箱和风向标各壹台，量雨筒一个，只

能不定期的测气温、风速、风向和雨量，不预报天气． “农业推广

所一设于一九四一年(民国30年)，亦隶属于国民党巴中县政府建

设科’。该所曾将索秤改为杆秤，将大小不一的斗统一为爿制斗一，

在县内推行使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县科学技

术机构逐步建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仅建立、恢复

‘和健全了一批科技机构，而且在人员、设备、经费及职能的发挥等

方面都大有起色。截止一九八三年底，全县科学技术综合管理机构

和科技研究机构有：县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协会．科技情

报所、农机研究所、农科所，此外，农业方面的各专业技术推广、

管理站和各区，乡的农技服务公司初步形成了全县的农业科学技

术推广体系，为发展农村经济贡献很大。工业方面虽无独立的科研

机构，但县级各有关局、厂(矿)都设有生产技术科(股、室)或

科技股(室、组)，亦为县内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县科学技术委员会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组建-巴中县革命委员会生产建设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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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组"，其主要职责是：编制年度科研计划，管理科技三项经费，

推广先进科技成果，宣传普及科技知识等。该纽工作人员4名，余

新凯任副组长． 一、 ’-

．一九七三年，县委决定成立。四川省巴中县革命委员会科学技

术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党的科学技术方针、政策，制定

科技发展规划，开展科普宣传和群众科学实验运动，建设科技队

伍，管理科技情报与计量工作，侧重抓了沼气推广工作．该委员会

隶属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4名。余新凯任副主任。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县科委升格为县革委的部级机构，并辖县

． 科协，科技情报所，沼气办公室和计量局。魏华益任主任，李心

诚、李子勉、樊吉安、王照和先后任副主任，管理干部共有十人．’

一九八二年县科协由县委直接管理，八三年机构改革后，沼办、计

．量局划归其它部门管理。县科委的任务和职责扩充为： (1。)组织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科学技术工作方针、政策，检查执行落实情
’

况，组织经验交流并根据县内情况对科技发展组织预测，对科技发

展战略、重大的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方法组织研究，协同有关部门

做好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工作，及时向党委、政府和上级科委提’出

报告和建议．(2)会同县计委编制全县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规

划，并组织实施；管理和使用好科技经费‘．(3)按现行管理范

围，负责全县自然科学技术干部的培养、考核、晋升、奖惩工作。

(4)协同县计委、经委对全县的重点建设项目，重大技术改造

项目，限额以上的引进技术，组织有关科技人员参与论证和审定．’

(5)组织科技队伍，对全县的开拓性、综合性、新兴技术以及某

些较长期的重大科技课题，进行协作攻关。(6)研究全县科学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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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体制改革和管理工作。(7)管理全县重要科技成果的登记、

鉴定、上报、奖励，配合县计委、经委、农贸办等部门组织重要科

技成果推广应用。(8)组织和推动全县科技管理干部的教育培训

工作，组织并督促检查科技人员的培训、进修、提高。 (9)组织

情报调研，疏通情报渠道，开展科技情报的收集、整理和传输等科

技信息服务工作。 (1．0)管理科技保密．科技档案和科技统计工

作．

． 近几年来，在中央关于。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

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指引下，紧密围绕我县国民经济

建设发展的需要，加强了应用技术的研究，本着突出重点、发挥优

势、先进适用，讲求效益的原则，为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组织科

技人员进行攻关，仅一九七八年以来，全县共安排重点科研项目75

项，应完成的64项，按计划要求完成的56项，占应完成数的87．5％，

已推广应用的30项，占完成项目的46．9％，如“蘑菇废水综合利用”、

“苕干酿醋”、 “巴棉j号”等获得了省府重大科技成果奖，这些

成果的推广应用，为促进我县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

著经济效益_在科技成果管理方面，颁发了《巴中县科技成果管理

办法》，组织鉴定、上报、奖励科技成果共103项，其中受省府奖励

的重大科技成果18项，受地区行署奖励的优秀科技成果2l项，县府

奖励的科技成果64项。在科技干部管理方面，开展了科技人员普查

工作，基本掌握了全县科技队伍的状况，组织评定了工程、农业技术

干部的技术职称共3 77人。其中：工程师2 1人，助理工程师81人，技术

员123人；农艺师10人，助理农艺师60人，农技员82人。评定农业经济

技术干部技术职称56人，其中助理经济师2 3人，农业经济技术员3 3



入．此外还配合有关部门，考核评定农民技术职称共490人．在科普

宣传、情报服务方面，编印《巳中科技》共36期，一十五万四千五百

册，《科技参考》共7l期，一十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份。在此期间，科

委还抓了。优选法、统筹法”的推广工作，获省府“双法，重大科

技成果奖8项，获地区行署。双法”优秀科技成果9项．‘

县科学技术协会

巴中县科学技术协会于一九六一年九月成立，主席周永开，副

主席何光贞、龚玺，委员1 6人，会员70余人，设农学、迭药卫生两

个专业学会及农化，理化、畜牧兽医，记者四个专业组．

一九六六年以前，县科协及所属学会在县委的领导下，根据当

’时情况，团结全县科技工作者，组织学术讨论，技术考察、学术交

流。科普宣传等活动，对县内城乡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大有促进，

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九六六年。文革”一开始，县科协机构被撤消，人员调离，

活动中断．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共巴中县委批准恢复县科协，主席贾良培，

副主席王超j李心诚，熊启禹，唐祚北．颜怀旷，黄道忠。配备专

职干部四人充实健全其办事机构|(住巴州镇文星街49号院内)，购

置科教电影放映机，照相机，收录机、打字机、油印机等设备，独

立开展活动，着手建立各专业学会、协会．至一九八一年六月．建

起农学．气象，医学，农机、水电、橇业、畜牧．教育，园艺．

建筑等王1个专业学会及科普创作．社队企业。粮油、各区、社科普

协会等l 7个组织．会员达7 1 0余人．出刊《。巴中科普》，《‘巴中县



科技工作者建议、‘》；举办“学科学”专题广播；学术讨论交流、．

，技术考察、技术咨询、科普宣传、青少年科技教育等活动全面展开。

o 一九八一年六月，县科协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巴中

县科协章程》、《巴中县科协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组织通。则》、

《巴中县科协区社科普协会组织通则》。经选举、组成县科协第一

届委员会，主席熊启禹，副主席谭德益、李辉祖、廖栋成、王曾

鉴；常委1 oA，委员2 9人。到一九／k-_年底，县科协所属学会、协

会、研究会增至1 5个，会员增至1 02 5人，区、镇、社科普协会增至

93个，活动更经常、深入。

． 一九八三年，县科协针对实行农业联产责任制后，农民渴望

．●科技致富"的新情况，在学会(协会)工作，技术交流、科普宣
。

传中，倡导、’组织、扶持“农民研究会”和“科技联系户”(-9县科情所

配合)，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服务，成效显著。截止A-年底全县共建

立“农民研究会"85个(会员达2 800多人)，。科技联系户”一万七

千五百户，使涉及的农户普遍大幅度增产增收．如以自学成才标兵

王林(上八庙乡回乡知青)为首的“农民食用菌研究会”J会员二十

名’，他们的研究活动大力促进了所在区、乡的食用菌生产，。王林家

年收入亦达一万二千元；花丛区“．农民蘑芋研究会"所属会员58

人，全年共种植蘑芋44亩，总产五十万斤，亩平纯收入4545元，使

1．8’，个会员成为搿万元户"，21个会员年收入分别达6000元左右．

，膏农．民研究会”的活动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受到了来本县检查工

作的中国科协普及部长黄汉炎和省科协副主席刘国。宣的高度重视．

，：一一九八三年，县科协被评为省科协系统的先进单位‘。在机构改

革调整领导班子中，常委李祖华调为县科协副主席，副主席谭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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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为调研员． 。，

，

’

‘

‘

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1该所始建于一九七八年十月，隶属县科委，樊吉安先后任副所

长、所长，住巴州镇文星街49号院内．初建时．工作人员1人，仅

有科普书籍千余册，主要从事科技情报资料的收集、整理、传递．

报道工作。

一九八三年底，该所工作人员增至3人(其中助理农艺师一

人)，j并购置收录机、照相机、速印机，．增订各类科技期刊，报

纸、’书籍，业务新增情报交流、咨询、调研等项内容。

．一九八三年五年，该所在县科委、科协指导下，建立县科技情

报学会，聘请了县政府副县长洪明寿任名誉理事长。第一届理事会

理事长李子勉，副理事长徐成忠，会员80余人，绝大多数是热心情

报工作的骨干科技人员．情报学会的建立，使本县初步形成一个横

跨农，工、医，商各部门，纵向各区、乡、个别农村科技户的科技

情报网络．依托此网络，科技情报始得更直接服务于县内经济建

设．

．一九八三年底(谭礼章任副所长)，该所拥有各类科技书籍2300

多册，交流资料6000多份，年订科技报刊60多份，各种专业杂志200

多种(万余册)；同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630个科技部

门、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建立了长期科技情报交流关系，共收集情

报资料5700多份(册)；会同有关部门编印各种适用技术资料八

十三万余份(册)，开展技术咨询服务六十三万人次；转移、引进

新成果、新技术、新品种、新样本440多个；征集报道各类技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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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科技论文、调研报告740多篇(其中向中央、省级20多家报刊

杂志推荐90多篇，被刊用50多篇)；在兴文乡、甘泉乡，南阳乡四

方碑村、青木乡金包村三组建立了科技情报服务点，在全县“两

户一中建立了1 00个科技情报直接联系户，直接为发展农村经济服

务，已获一定成效。如：该所八三年直接向天官乡骑龙村五组重点

户杨洪明提供40多项农业及多种经营方面的适用技术资料并指导

应用，使杨家当年农副业总产值达6500多元，纯收入4850元，比八二

年增长一倍多。对此，康振黄副省长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在四川省科

技情报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列举之，要求“总结经验，加以推

广。． ?，

县农机研究所

一九七二年组建农机科研小组，隶属县农机局，驻巴州镇王爷

庙(现水电局)，工作人员3名，其中农机专业技术人员2名．．

一九七六年六月农机科研小组升格为县农机研究所，隶属关系

不变，杨尚国任副所长，工作人员63，其中有5名农机专业技术人

员，办事处由王爷庙迁到巴州镇民主街(现农机局)。
+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问(罗荣成任副所长)，省、地农机

部门大量投资基层开展农机科研，该所每年获得项目研究经费二万

元左右，主要用于小农具研制、农机技术研究和技术引进推广，曾

先后对立式石磨、水耕机、机动岩钻机、机耕船、棉田中耕机

架、青饲料切碎机、打浆机、球肥机、石管钻机、自走式棉田耕

． 耘机，喷灌机、人力打谷机等进行引进、设计、试制、试验、推

广．上述项目几乎全是省、地农机部门下达，具有较强的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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