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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县城大桥路的平江蜂业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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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振兴平江畜牧水产业

——祝贺《平江县畜牧水产志》出版

， 李少良一

i畜牧水产业是平江农业经济的主要行业之一，人们老早就想

知道平江畜牧水产业的历史，现在这个愿望终千实现1．畜牧水·

产局的领导和编纂小组的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广泛搜集历史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综合整理、煽纂

的‘平江县畜牧水产志'，已公开出版发行．该书篇目严谨，详略

得当，纵横相宜，符合志书要求．主要记述了民国以来，特别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共平江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全

县人民大力发展畜牧，水产事业的事迹．它具有资治、教化、存

史之功能，必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生政者有此书，可以全面了解平江畜牧水产的历史及其在全县经

济工作中的地位，知此业在农业经济中举足轻重，不可偏废，亦

知科技在此业中大有用武之地．平江畜牧业水产业的发展，必须

把传统的生产模式改变到现代科学管理和现代化经营上来．县民

有此书，生产有指南．教师有此书，教案有资料．科研有此书，专

攻有方向．各行各业有此书，综合平衡有参考，系统内部调整有

依据．，
“ “ ’’’

‘|

·。 ’。

纵观全志，文字稍欠精炼，畜牧水产业的典型生产经验介绍

篇幅较少．但瑕不掩玉，编者的辛勤劳动，必将化为振兴平江畜

牧水产业的无穷力量：
。 。 ”

一九九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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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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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贤才

渴望已久的平江县畜牧水产志，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有史

以来乎江县第一部畜牧水产专业志．今天，我县畜牧水产业已从传
‘

．

统的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正向商品经济迈进，畜牧水产产值在农

业生产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8．5％，上升到1994年的

53．4％，毋宁置疑，畜牧水产业是一项举足轻重?富民强国的产业，
’

已成为农业生产的支柱产业．j√ 。’：：-。二， ，。一．。··≈

平江县畜牧水产志，于1984年6月就首手搜集资料进行编

纂．经历了十一度寒暑·十一年来，在局党组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县

志办的正确指导下，经过编者旷El持久的努力，深入挖掘和广泛搜

集史料，精心整理，反复推敲和修改而成；该’志资料翔实、纵横相

宜，符合志书要求．此外，还突出了平江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详尽
“

地记叙了有史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我县发展畜牧水产业的成功

经验，也回味了一些值得人们深省的教训，秉笔直书，实事求是．是

平江一部重要的科学的资料书，是每一个畜牧水产干部必备的工

具书．该志的问世，无疑将对平江畜牧水产业的发展将起到。存史、

资治和教化的作用． ‘，．，．． ，j’’ ，

’

．，我县虽地处僻壤，畜牧业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丰富．在漫长的

岁月中，畜牧业发展缓慢，时兴时衰，有时甚至停滞不前．直到中华 ·

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畜牧业才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也同我们国家其

他地方一样，经历了。畜牧业恢复和发展——。大跃进’’和调整——

“文化大革命”——畜牧业新的发展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四十多年

来，广大农民、畜牧业科技工作者，克服了重重困难，努力发展畜牧

亚，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积累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

以来，冲破了。左”的薅想束缚，畜牧业同其他事业一样获得了空前

的繁荣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县畜牧水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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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同国家先进地区相比较，还有一定的差距，还是国民经济

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加上扩大再生产资金不足，畜牧水产业生产商

品化、专业化和现代化程度不高，等等．只有深化改革，继续奋斗，

才能推动我县畜牧业不断向前发展．

．‘ 诚然，由于修该志尚属首次，没有经验和可供借鉴之资料，又

由于人少事多，领导精力分散和受各种条件、因素的制约，该志还

不够完善，如资料欠全面，文字欠精炼等．一
5

让我们以科学的眼光和热忱的态度来鉴偿此志书，拥抱未
．

，

来吧l —r‘
．_． ：

’

1995年2月于平江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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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点，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进行编纂．

三、本志按系统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分类，金志共分7章24

节73目，对平江畜牧水产的资源概貌，疫病防治，生产发展，科

技推广，科研成果和科技队伍的建设等均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

， 力求文字简洁，通俗易懂． 。，
’

四、本志纪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朝代年号

或民国纪年，并括注公历．以中华人。民共和雷成立划分时代的简

称。建国前或建国后”，建国后一律用公历纪年，并在“大事记一

中括注支干纪年．
。

．

五、本志资料来源，除采摘子本局、本县档案室(馆)，县志

办公室档案室及申央．省．市档案馆，图书馆资料之外，还有部

分口碑资料，经琢磨摒其冗繁，取其真精，自有资料存查，未予

注释． ．

六、。人物简介一主要收录高级技师，副团级以上专业干部和

．对平江畜牧水产有重大贡献的畜牧水产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名望

较高，资历较老、贡献较大的乡镇兽医站职工和村民．
’

七，中兽医验方由县畜牧局和各乡镇兽医蛞收集．I归纳，未经

实践检验。请读者自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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